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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基于幼儿核心素养培育的音乐活动开展策略 
◆李  萍 

（杭州市余杭区绿苑幼儿园  浙江杭州  311115） 

 
摘要：《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幼儿园教育提出了目标与要求，是幼

儿园教学的行动指南。幼儿音乐学习对幼儿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

前幼儿园教育活动存在形式单一、重结果轻过程、教师音乐素养薄弱等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更新幼儿音乐教育的理念、提升教师音乐素

养与教学能力、开发园本特色音乐课程等方式加以解决，使幼儿园音乐

活动有利于幼儿核心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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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核心素养培育的认识 
1、“核心素养”与幼儿园教育 
“核心素养”在 20 世纪末受到了世界各国教育界的重视，

被纳入到教育与课程改革中。2014 年“核心素养”第一次出现
在我国教育相关文件中，并于 2016 年形成《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这一初步成果，同年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年会上，著名
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专家李季湄教授阐述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之间的关系，为幼儿园
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目标。 

2、“核心素养”与艺术教育 
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与载体，是

表达个体对周围世界认识和情绪态度的特有方式。艺术教育能够
激发幼儿对世界美的事物的认识，通过感受美、体验美、理解美、
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愉悦幼儿身心、提升幼儿审美意识，
并使幼儿感受创造美的快乐。艺术教育在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和
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人文底蕴与素养，促进幼儿全面均衡发展，
从而达成《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儿童发展的要求。 

3、“核心素养”与音乐教育 
幼儿音乐教育是幼儿园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是声

音的艺术也是情感的艺术，音乐中所具有的优美的旋律、丰富的
情感，能引发幼儿产生共鸣。每个幼儿的心灵都是一颗美的种子，
他们的成长需要音乐，在音乐活动中，幼儿随着音乐用声音、用
身体、用乐器进行表现。音乐教育不仅能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成
长，培养儿童的审美情趣，还能引导儿童良好的个性品质，挖掘
创造性潜能，有利于核心素养的培育。 

二、当前幼儿园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1、音乐教学活动形式单一 
幼儿园音乐教学动包括歌唱、韵律、打击乐器演奏、音乐欣

赏等，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幼儿园音乐教学形式较为单
一，有很多程式化的烙印，教师的教学方法多以教师示范幼儿模
仿为主。模仿式的学习活动，对于实践性很强的音乐教学活动来
说，局限性较为明显。因为音乐活动需要幼儿自己亲自参加艺术
实践，通过唱歌、韵律、欣赏、演奏、表演、游戏等从中获得个
人对音乐美的感受、美的表现和各种音乐形象的创造，从而形成
对音乐艺术的感知力、理解力、审美力和创造力。而所有这些能
力的获得，需要在幼儿园教师的引导和启发下进行，通过幼儿自
身的不断实践、突破、创造而获得，模仿教学中幼儿被动接受学
习的时间太多，主动感知与参与体验的机会太少，禁锢了幼儿的
思维，不利于幼儿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 

2、音乐教学活动内容单一 
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内容应在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幼儿的生

活经验、兴趣爱好，根据园区课程设计、特色课程，根据主题活
动、时事热点等设计、提供丰富多彩的音乐教学活动内容。但由
于教师音乐素养与教学能力的限制，基本上还是以歌唱教学活动
为主。即使是在仅有的歌唱教学活动中，也不能体现幼儿的主体
性地位，只是让幼儿机械化地进行反复的练习。即使幼儿掌握了
活动内容，但是内容单一、呆板的活动过程很容易造成幼儿学习
兴趣的衰减或转移。 

3、音乐活动重结果轻过程 

教师作为活动的主导者，在音乐活动中为保证教学活动目标
的达成，保证音乐知识、技能的掌握，常常会目的性明确，而忽
视幼儿对于音乐表现的想法和感受，仅仅只是采用“嗯，好的”
“想一想老师刚刚是怎么做的”的方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
子。在音乐活动中让幼儿进行枯燥无味的反复练习，只为达成最
后的教学成果——能够完整演唱、演奏、律动。较少有意识地在
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引导幼儿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主表
达、创意表现。 

4、教师音乐素养薄弱 
幼儿园课程主要由健康、语言、科学、社会和艺术五大领域

构成，这些课程可以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各个领域都是幼儿园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艺术领域中
音乐教学活动的实际开展，在幼儿园的各个班级中普遍较少，虽
然教学计划上每周都会写上一节音乐课，但是往往被换成了别的
领域的学习内容。这是由于教师的音乐素养与音乐教学能力薄弱
造成的。 

三、提升幼儿园音乐活动效果的对策 
1、重视幼儿园音乐教育 
深入了解、探讨幼儿音乐教育对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

重视音乐教育。提高幼儿教师进行音乐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保证
音乐教学时间；采用灵活新颖的教学方法，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完善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设计，提高幼儿活动参与意识；学习内
容的选择应尊重幼儿兴趣，组织方式多元化，满足不同幼儿的需
要。活动指导以幼儿为主，重视对幼儿的问题导向，适时介入，
引导幼儿深入探究，学会反思，进而提升幼儿核心素养。 

2、提升教师音乐素养与教学能力 
教师的音乐素养，直接影响到幼儿音乐教育的质量，如在音

乐鉴赏分析方面，教师如果具有敏锐的鉴别音乐作品的能力，就
能准确地选择出适合幼儿学习的音乐作品；教师如果能敏锐地觉
察出音乐作品里蕴含的各种教育意义，就一定能有效地将音乐作
品的教育潜力转化为幼儿发展的动力；教师的音乐表现力越强，
幼儿所受到的音乐熏陶也就越完美。 

教师是培养幼儿核心素养的直接引导者、实施者，提高教师
驾驭课程的能力。教师要热爱音乐、研究音乐，更要热爱幼儿、
研究幼儿；不仅要有唱、跳、弹、奏的技能技巧，更要有开展音
乐教学活动的能力。通过开展幼儿感兴趣的各类音乐活动，按照
音乐艺术教育的特点与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才能使音乐教育收到
良好效果。 

3、开发园本特色音乐课程 
在“核心素养”思想导向下，幼儿园在进行园本课程开发过

程中，需要重视课程资源的丰富与创新，保证园本课程内容充实
而全面，为实现幼儿个性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可以结合园区
的优势和当地富有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开发园本音乐课程，首
先，需要做好幼儿个体需求调查。通过与幼儿及家长的交流，全
面掌握幼儿个体需求，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园本课程资源开发，
保证课程设计更加合理。其次，需要根据自身办学的理念、教师
的综合素质，结合当地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合理开发园本课程
资源，将幼儿园文化环境要素，渗透到园本课程资源开发过程当
中，从而保证所设计的园本课程，与幼儿园教育环境相符合。 

四、总结 
音乐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终身的音乐

素养起到了奠基作用，同时促进了幼儿核心素养的培育。教师应
重视音乐教育工作，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鼓励孩子发表对于音
乐的独特见解，发挥自己的想象和创造，促进孩子核心素养培育
与全面发展。 

 
此论文系杭州市余杭区绿苑幼儿园课题《幼儿园核心素养培

育机制探索》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