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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实施策略 
◆张明慧 

（北部战区海军保障部幼儿园） 

 
摘要：本文从如何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以及如何更好地组织幼儿园

的音乐活动的角度入手，探讨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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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是人的各项能力飞速发展的时期，是人身心发展的
第一关键期，尤其是幼儿，刚刚开始接触正规的集体教育，是人
生起步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他们接受的音乐，直接影响到以后
的参与音乐活动的能力，音乐的感受力和音乐的审美能力。幼儿
园的音乐教学，既是对幼儿进行音乐启蒙，对于幼儿形成良好的
性格和品德也有着促进作用。 

一、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 
(一)抓住幼儿的心理特点，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可以使幼儿树立集体意识、合作精神，提

高人际交往能力。音乐内在的节奏、韵律，以及音乐游戏等都会
给幼儿带来-种轻松、愉快的感受，他们在宽松的教学氛围中，
会形成自律、自我激励的良好习惯。同时，在音乐活动中，幼儿
能感受到集体合作的乐趣，学会了和他人的交往、合作，学会了
尊重他人、欣赏他人、理解他人。培养幼儿对音乐的学习兴趣，
对提高音乐教学效果有很大的作用，那么，如何激发幼儿学习音
乐的兴趣呢? 

1.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 
活泼好动是幼儿的天性，他们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因此，教

师在教学中要运用动静结合、情景交融等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幼
儿的感官，让他们去感受音乐、理解音乐、欣赏音乐。 

2.利用音乐教学语，激发幼儿的情趣 
音乐教学语就是音乐活动中一些点 性的语言，如：在开展

音乐教学之前，教师可以播放一首欢快的音乐，使幼儿动起来，
表示音乐活动马上开始了。这样的教学方式既符合音乐教学的特
点，也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开拓幼儿的视野。如运用
节奏语可以让幼儿感受到音乐的速度和力度，从而培养了幼儿的
节奏感，运用手势语，可以起到无声胜有声的作用，有效的指挥
能够启迪幼儿的情感，使他们与教师产生情感共鸣;运用体态语，
就是教师通过一些动作让幼儿感受到教师的情感。如：教师洋溢
欢欣的笑脸，可以让幼儿热情高张，精力倍增;教师亲切的眼神，
可以把幼儿带入一个温柔的意境中去。 

3.为幼儿提供自我表达和表现的机会 
只有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

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教师往往忽
视了幼儿主体作用的发挥，没有为他们提供自主发挥的学习氛
围，只注重技巧训练，忽视了兴趣的培养。如：在学习律动时，
基本上是教师示范、幼儿练习，一遍一遍的机械重复，幼儿渐渐
失去了练习的兴趣，甚至产生厌烦的情绪。其实，在音乐教学中，

教师只要满足幼儿的表现欲望，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让他们
自主探究和创新，就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二)加强节奏练习，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 
幼儿比较喜欢节奏感强的音乐，因此，教师要抓住这一特点，

通过做各种动作来进行节奏训练，还可以为幼儿准备一些打击乐
器，让他们通过亲自尝试感受节奏性活动的美感。此外，教师可
以在活动室内布置音乐角，鼓励幼儿去了解节奏乐器，探索和敲
打节奏，熟悉乐器的特点，进而辨别各种乐器的性能。教师要多
和幼儿沟通，了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乐器，鼓励他们多练习、多
感受，从而培养幼儿对音乐节奏的感受力和兴趣。 

(三)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开拓幼的视野，提高他们唱歌的兴
趣 

生活是创作幼儿歌曲的源泉，它反映了幼儿的生活。在音乐
教学中，让幼儿了解和歌曲内容有关的知识，不但可以拓宽幼儿
的视野，还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内容，深刻地感受歌曲内容
所表现的情感，增强幼儿对歌曲的理解力。多种教学方式的有机
结合，相互渗透，调动了幼儿学习音乐的积极性。 

二、提高语言能力是开展音乐教育的保障 
音乐和语言是息息相关的，有着密切的联系，一首优美动听

的歌曲其实就是一首儿歌；一首活泼、诙谐的音乐好像在述说着
一个美丽的传说。音乐教学不但可以提高幼儿的音乐素养，还能
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其中，语言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
是开展音乐教学的保障，因此，教师应该把语言渗透到音乐教学
中。首先，教师在开展音乐教学时，要注重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
幼儿每听完一首歌曲之后，教师要鼓励他们谈谈自己的感受和体
会，以及对作品的理解，为幼儿的语言表达提供机会，满足他们
善于表现的心理，从而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其次，教师在
音乐教学中，要处理好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如在学习歌曲《小树
叶》的时候，可以组织一个语言活动，教师扮演秋风，幼儿就是
一片一片的小树叶，秋风一吹，小树叶就到处飘散。然后，教师
就可以问问孩子们:“小树叶离开妈妈以后，会飘向哪里?”幼儿
们兴趣盎然，畅所欲言，这个活动让幼儿在学到歌曲的同时，也
让他们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再次，教师
要把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培养渗透到音乐教学中去，如让幼儿欣赏
二胡曲《赛马》，感受到了节日气氛的欢快和热烈，然后让幼儿
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音乐自编故事，并在全班交流幼儿可以借助自
己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编出有趣的小故事，使他们对音乐教学
产生浓厚的兴趣，不但享受到了学习的乐趣，还提高了语言表达
能力。总之，幼儿园的音乐教育不能只限于课堂教学，还应该渗
透到生活中去，教师也要为幼儿创造多种环境，让幼儿的生活、
学习、游戏等都有音乐相伴，美化幼儿的生活，熏陶幼儿的心灵。
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探讨如何让音乐进入幼儿的心灵，带给幼
儿快乐，让他们真正享受音乐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