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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元素和民族

元素，并且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地冲刷和洗礼

被保存了下来，因此这种传统音乐文化代表了历史发展

过程中最为先进的文化要素和特点，将其融入到幼儿的

音乐课堂上不仅可以满足幼儿对于音乐文化历史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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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让他们从小能够奠定扎实的音乐学习基础，还能

够通过传统音乐文化的积累更多的音乐知识，拓展幼儿

的学习视野，从中让他们意识到音乐学习的内容不只停

留在当前的课程教材中，而是可以在课外收集更多具有

艺术价值的传统音乐作品在课堂上更好的呈现出来，对

于幼儿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教学价值。当前，很多幼儿

园的音乐教师在给幼儿开展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并未认

识到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这样不利于在音乐课堂上

给他们进行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音乐教育，从而难以起到

德育熏陶以及爱国主义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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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针对幼儿园的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认识到幼儿学习音乐的主要特点，在此过程中由于幼儿的活泼

好动，因此，教师应当运用丰富有趣的音乐教学内容来吸引他们的兴趣，让他们的注意力能够放在音乐课堂上，从

而在其中学习更多音乐知识。因此，在众多课外教学元素中，教师可以选择将传统音乐文化渗透到幼儿音乐教学过

程中，一方面实现课堂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发展，更好地刺激幼儿在课堂上的音乐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能够促

进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幼儿对于音乐艺术的审美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文章将从幼儿音乐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幼儿音乐教学中加入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幼儿园音乐课堂中传统音乐文化的渗透策

略等几个方面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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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kindergarten music teaching, teachers need to realiz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learning 
music, in this process because of children's active,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use rich and interesting music teaching content 
to attract their interest, let their attention can be put on the music classroom, so as to learn more music knowledge. Therefore, 
among the many extracurricular teaching elements, teachers can choose to infiltrate the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to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music teaching, on the one hand, to realiz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and to better stimulate children's enthusiasm for music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and enable childre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esthetic level 
of music art. Therefore,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ldren's music teaching, the importance of adding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 children's music teaching, and the penetr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 kindergarten 
music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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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音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音乐课堂内容受限，难以激发幼儿兴趣

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也是众多课程中非

常重要的组成要素。音乐可以为幼儿带来更加丰富的艺

术感受，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但是通过对于当前幼儿

音乐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会发现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存

在一些不足。其中就有主要包括音乐课堂上的教学内容

一般都是围绕着既定的教学大纲进行的，因此教学内容

容易受到教材的局限，音乐教师在课堂上很难运用丰富

性的教学内容来激发幼儿对于音乐的兴趣 [1]。

1.2 音乐教学模式匮乏，课程效果提升式微

在针对幼儿所开展的音乐教学中，教师所采用的教

学模式应该是丰富多样的，这样才能够符合幼儿的学习

特性，让他们对于音乐产生更多的好感。但是在当前的

幼儿音乐课堂上，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和匮乏，一般都是

带领幼儿一起学习一些简单的儿歌，在此过程中没有体

现出音乐文化，以及幼儿在其中的能动性。这样的教学

模式也会导致最终音乐课程的教学效果提升式微。

1.3 基础音乐教学为主，音乐审美水平不高

在幼儿音乐课堂上，由于在以前没有给他们进行系

统化的音乐教学，需要在幼儿园阶段做好音乐教育的启

蒙和铺垫，因此很多教师都习惯在课堂上以基础的音乐

教学为主，在此过程中却忽视了对于幼儿来说对音乐的

接受范围也是比较宽泛的，因此不仅需要给他们进行教

学大纲内的音乐教学，还可以有效拓展一些传统的音乐

文化，让幼儿的学习范围更加宽广。否则，单一基础的

音乐教学不利于提升幼儿整体的音乐审美水平 [2]。

2　在幼儿音乐教学中加入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

2.1 有利于丰富课堂内容，提升音乐教学乐趣

在当前了幼儿音乐教学过程中之所以要给他们加入

一些传统的音乐文化，主要是因为以往的音乐课堂上教

师给幼儿带来的音乐教学内容比较有限。因此，他们的

学习范围只停留在幼儿阶段的音乐教材中，无法进行有

效的对外拓展。因此，传统音乐文化的加入可以丰富音

乐课堂的教学内容，让幼儿认识到音乐的种类是多种多

样的，因此可以提升他们对于音乐学习的兴趣。传统的

音乐文化教学也能够进一步激发其幼儿潜在的音乐天赋，

让他们在课堂上的音乐氛围中对于不同的民间文化有更

加深入的理解和记忆。

2.2 有利于拓展学习视野，提高幼儿音乐审美

在幼儿阶段给幼儿展开音乐教学，可以从基础和启

蒙阶段就加强幼儿的音乐感受，在欣赏和聆听音乐的过

程中可以让他们体验到不同音乐的特点和其中所表达出

来的情感要素，这对于幼儿可以发挥出潜移默化的熏陶

和心灵净化作用，让他们通过音乐得到心灵的安抚和慰

藉 [3]。在现代化的音乐教学背景下，教师在幼儿音乐课

堂上渗透传统音乐文化也有利于更好地开阔幼儿在音乐

课堂上的学习视野，让他们在多元化的音乐作品中可以

提高自身的音乐审美能力。

2.3 有利于促进文化传承，发扬传统音乐优势

在幼儿音乐课堂上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合，还有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幼儿在其中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

和民族文化，从而增强他们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从小给幼儿进行音乐方面的启蒙，不仅能够让他们有更

加深刻的传统音乐共识，还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从而通过音乐课堂给幼儿挑选更多优质的音乐

作品，让他们在此过程中发扬传统音乐的优势，从小意

识到音乐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为他们以后的音乐深入学

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3　幼儿园音乐课堂中传统音乐文化的渗透策略

3.1 精心挑选传统音乐，扩大课堂教学范畴

在幼儿园开展了音乐课堂上，教师要想给幼儿更好

地融入一些传统音乐文化来满足他们对于音乐教学的需

求，在此过程中，就应当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音乐

学习基础。在课外精心挑选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传统音乐

作品。这样不仅可以让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感兴趣，

也能够通过这些传统音乐文化让幼儿普遍认识到音乐学

习的重要性以及趣味性。因此，教师在给幼儿选择传统

音乐教学的过程中，首先可以选择一些节奏感和律动感

较强的音乐作品，这是因为处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比较活

泼好动，因此更容易也被一些节奏感很强的音乐所吸引，

尤其是传统音乐作品具备了这样的特点和元素，能够更

好地将幼儿的注意力放置到课堂上，让他们在聆听音乐

作品的同时能够跟随着其中的节奏感和律动感来舞动自

己的肢体，从而让幼儿也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课堂

中，表达自己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喜爱 [4]。例如，教师

可以在音乐课堂上给幼儿选择云南彝族的传统民间音乐

作品《阿细跳月》，这首音乐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本土

化、代表性和民族代表性，其中的节奏感也比较强，在

云南当地常常会让人们伴随着跳竹竿活动一起舞蹈。因

此，在幼儿课堂上给他们播放这首音乐作品时就可以让

幼儿在其中更好地感受传统音乐作品的节奏和旋律，从

而在其中可以体会到浓厚的民族特点和传统音乐文化的

价值。此外，教师还可以为幼儿选择一些旋律性较强的

传统音乐用来充分调动幼儿的听觉情感，尽可能选择一

些简单的旋律让幼儿在其中细细的感受和品味，在课堂

上为幼儿营造一个相对安静音乐教学环境，让他们在认

识到传统音乐文化特点和魅力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扩

大课堂音乐教学的范畴，使学生在其中获取更加丰富的

音乐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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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经典童谣跟唱学习，增进传统文化理解

在幼儿音乐课堂上，教师给他们渗透传统音乐文化

的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当前幼儿的年龄特点，因此可以

选择一些与幼儿年龄更加适配的童谣进行教学。在此过

程中所选出一些经典的童谣作品，在课堂上让幼儿进行

跟唱学习，可以有效增强幼儿的唱歌水平，并且在更长

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理解童谣中的歌词，对于传统音乐

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幼儿音乐教学中之所以要

运用童谣音乐的教学来实现课堂的多元化发展，一方面

是因为童谣的旋律比较简单，因此非常适合幼儿学习，

让他们对于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形成更加深刻的印象。另

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童谣都来源于传统民间音乐文化，

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被保留下来，因此具备较高的历

史传承价值，让幼儿阶段的孩子来学习这些音乐作品，

也是为了促进传统音乐文化继续被继承和发展。例如，

教师可以选择客家传统童谣《月光光》在课堂上给幼儿

播放和教学，让幼儿通过学唱掌握一些民间童谣的演唱

方法，在此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特点。在幼

儿音乐课堂上传统民间童谣具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从而可以积极的鼓励和吸纳幼儿参与到课堂上的

音乐活动中来，让他们在童谣跟唱的过程中体验到不同

的音乐教学模式 [5]。

3.3 促进音乐舞蹈融合，增强音乐文化体验

在幼儿阶段的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在音乐课堂上

不仅需要给幼儿进行单纯的音乐作品教学，还需要在此

过程中促进音乐和舞蹈的融合，从而有效发展幼儿的音

乐学习鉴赏能力以及在音乐基础上的创编能力。因此，

在传统音乐文化的渗透过程中，教师也应该结合相应的

民间音乐作品，给幼儿展开不同民族舞蹈的教学，通过

舞蹈的肢体动作来表达音乐的情感，从而在音乐和舞蹈

结合的背景下促进幼儿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在音乐课堂上，教师可以鼓励幼儿随着传统音乐翩翩起

舞或是律动自己的肢体，根据音乐的特点来创编一系列

的舞蹈动作，更好地体现出音乐的节奏感和旋律感，充

分提高幼儿在传统音乐中的自主学习意识和丰富的表现

力 [6]。在此过程中，教师就应当为幼儿选择一些具有鲜

明民族特点的音乐作品，并且在课堂上给学生进行传统

音乐作品的介绍和普及，让幼儿能够对其背后所蕴含的

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并且结合民族元素的表达在学习传

统音乐的过程中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例如，傣族的舞

曲《月光下的凤尾竹》，让幼儿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感受

葫芦丝的乐器音色，从而在课堂上伴随着傣族音乐和民

族的舞蹈进行融合。这样的课堂模式可以增强幼儿在音

乐学习中对于传统民族音乐的体验，让他们更加喜欢这

些多元民族音乐文化。

3.4 举办文化主题活动，感受传统音乐魅力

教师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幼儿音乐教学的效果和目

标，除了在课堂上给幼儿进行相关的音乐教学实践之外，

还可以在幼儿园中为他们举办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音乐

活动，充分鼓励和促进幼儿参与其中可以感受到不同传

统音乐文化中所蕴藏的魅力 [7]。在音乐活动开展的过程

中，邀请幼儿选择不同的传统音乐在活动中进行主动的

展示，并且可以让其他幼儿在欣赏和交流的过程中了解

到更多的音乐作品，从而通过音乐活动可以有效地增强

他们的音乐素养，更好地提升对于音乐的兴趣。教师在

此过程中，也应该善于挖掘幼儿身上所蕴含的音乐天赋，

从而对他们进行更加全面的培养。在音乐活动开展之前，

教师可以结合一些传统节日作为音乐活动的主题，其中

就包含不同的音乐文化以及舞蹈文化，让幼儿在欢乐的

活动氛围下可以跟随音乐感受其中的节日气氛，增强幼

儿对于文化的了解。例如，在以“春节”为主题的音乐

活动中，教师可以给幼儿呈现不同的春节的音乐作品和

文化，让他们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也让幼儿在主题

活动中针对音乐学习展开交流，分享自己喜欢的传统音

乐作品，在这种传统音乐文化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提

升幼儿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之所以要在幼儿音乐课堂上给他们进行

传统音乐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主要是考虑到在音乐启蒙

教育过程中，给幼儿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音乐知识，让他

们在对于这些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增进对于中国传

统音乐文化的了解，并且在课堂上多元化的音乐教学氛

围下，可以促进文化对于幼儿的熏陶和引导，让他们具

有较高的音乐文化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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