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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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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在幼儿教育启蒙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从音乐素养、审美情操、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促进幼儿
健康成长。现阶段“音乐”已经成为我国幼儿启蒙教育中的重要手段。本文围绕“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主
要内容”“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作用分析”“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方法探讨”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充
分借助“音乐”的作用和优势，进一步提升我国幼儿阶段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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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边唱边跳
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运用，有时候并不是单独进行

的。在我国幼儿启蒙教育阶段，很多教师都会将“音乐”

与“舞蹈”联系起来，让小朋友在“边唱边跳”的氛围

中，进行情景化学习。具体来说，第一，在边唱边跳的

学习过程中，音乐需要和动作进行配合，有利于提升小

朋友的协调感、灵活性 [3]。与此同时，也可以起到一定

的锻炼效果，让那些胖嘟嘟的小朋友可以进行身体锻炼，

越跳越健康、越唱越开心。第二，在边唱边跳的学习过

程中，为了让音乐和动作协调，小朋友需要对音乐和舞

蹈之间的内涵进行一定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

在无形之中就是一种熏陶，可以很好地提升小朋友的审

美，让小朋友具备较高的艺术综合素养，为小朋友今后

的长远学习打下基础。

2  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作用分析

2.1 听是学习的第一步
“耳听为聪，眼见为明”，听是小朋友学习的第一

步。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只

有先听懂，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考。思考过后。小朋

友才可以表达出来。幼儿由于年龄较小，很难理解比较

直白的讲述。但幼儿音乐往往通俗易懂，可以让小朋友

们很快从中获取到信息，并形成自己的理解 [4]。另一方

面，在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对于每一个事物的认知都

是从不懂到懂。在这个过程中，小朋友如何判断自己

是错是对呢？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听”来感知。父母

的夸奖，教师的夸奖，朋友的夸奖……小朋友听在心

里，就会变成了一种动力，督促小朋友继续学习，继续

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音乐作为听的重要形式之一，

可以锻炼小朋友的感受力，让小朋友更好地认识这个 
世界。

2.2 音乐可以激发想象力
小朋友在接收音乐、感受音乐的过程中，可以很好

地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第一，音乐可以营造一种情境，

一种氛围。小朋友在音乐的情境氛围里，自然而然会有

许多联想，无形之中就激发了小朋友的想象力，培育了

小朋友的创新精神。比如说，在《狮子王》的音乐中，

音乐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方式。实践证明，在幼儿教育启蒙阶段，音乐可以通过

丰富的形式、动听的旋律、深刻的内涵，吸引小朋友的

关注，让小朋友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对于幼儿

来说，“音乐”是成长的玩伴，是学习的朋友。对于教师

来说，“音乐”是一种教育方式，是一个沟通桥梁。

1  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主要内容

1.1 音乐欣赏
在幼儿教育启蒙中，音乐的运用形式有很多。这其

中，最普遍的就是“音乐欣赏”。目前，音乐欣赏主要分

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有意识的音乐欣赏”。教师

会明确告知小朋友们，接下来要听的是什么音乐，听音

乐的过程中需要做什么，听完音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学

习任务。在这种有意识的音乐欣赏中 [1]，音乐可以理解

为一种教学资源，主要用来指导幼儿学习。相比较其他

类型的教学资源，这样的教学资源更容易吸引小朋友的

关注。第二种形式是“无意识的音乐欣赏”。教师在做游

戏的过程中会播放音乐，在上课的过程中会播放音乐，

在课间休息时会播放音乐等等。也就是说，音乐可以成

为一种熏陶的氛围，主要用来在潜移默化之中感染小朋

友，让小朋友身心愉悦，更开心地进行学习，更开心地

进行游戏。

1.2 儿歌学唱
“儿歌学唱”在幼儿教育启蒙中，是一种很典型的音

乐教育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小朋友主要会接受两方面

的学习：一方面，在儿歌学唱的过程中，教师会进行多

种形式的音乐示范，有时候是教师自己领唱，有时候是

通过多媒体课件播放音乐。小朋友们可以跟随着音乐，

一遍遍练习，一遍遍记忆 [2]。在这个过程中，小朋友们

不仅要记忆旋律，还要记忆歌词，可以很好地锻炼小朋

友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另一方面，在儿歌学

唱的过程中，基于每个小朋友的性格不同，教师要鼓励

小朋友们大胆地发音，大胆地唱，锻炼小朋友们的胆识，

帮助那些性格内向的小朋友慢慢变得活泼开朗，愿意与

同学交流，愿意对教师敞开心扉。在这个过程中，音乐

是小朋友打开自己、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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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美而正能量的旋律 [5]，小朋友会很自然地在脑海

中构想狮子王的形象。第二，音乐可以传递很多信息，

这些信息内容有的充满哲理，有的充满乐趣，有的让人

感动……小朋友通过音乐中的信息，往往会联想到自己

的生活，这也是一种想象力的培育。比如说，在《大头

儿子小头爸爸》的音乐中，唱到“大手牵小手，走路不

怕滑”时，小朋友就会亲切地联想到自己的爸爸，可以

让小朋友对亲情有更具体的感知。而这一点，恰好是启

蒙教育中的重要内容。

2.3 音乐可以提高审美能力
音乐本身就属于艺术形式中的一种，对幼儿开展音

乐教育，可以很好地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具体来说，

一方面，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音乐所营造的氛围，会

让小朋友身心愉悦，更加热爱生活，更加对这个世界充

满好奇。比如说，在欣赏《白雪公主的音乐剧》时，白

雪公主成了每一个小女孩心中“美丽、善良”的象征，

每一个小女孩都想要做像白雪公主那样善良、可爱的

人 [6]，这成了一种追求，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而对美好

事物的追求，就是审美能力提高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

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音乐中弘扬的真善美，对于小朋

友来说，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熏陶，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

美好，什么是值得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比如说，在欣

赏《小白船》时，小白船是在银河里，更是在小朋友们

的心里。小白船预示着小朋友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希望未来可以变得更好的心态，

就是一种审美能力的体现。

3  音乐在教育启蒙中的方法探讨

3.1 模拟音乐场景  激发学习热情
小朋友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在启蒙教育中，教

师的教育教学很多时候都要围绕小朋友的“好奇心”来

展开，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小朋友的学习兴趣。音乐具

有很多的层次感和变化性，有了音乐教育的参与，启蒙

教育可以有更丰富的形式。举例来说，在讲解“互帮互

助”这方面的知识时，教师可以播放《三个和尚》的音

乐，以音乐鉴赏为出发点，模拟《三个和尚》中的挑水

场景“一人挑水喝、两人抬水喝、三人没水喝”，让小朋

友切身感受到团结的重要性，明白在学习中要互帮互助，

乐于分享。这样的音乐学习形式，不仅让小朋友们更乐

于接受 [7]，还可以很好地启发小朋友，让小朋友领会到

音乐中的内涵，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3.2 通过学习红歌  进行爱国教育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爱国精神、奉献精神、集体主

义等，都只是教师口中的一种概念，很难有深入的体会。

通过音乐教育的形式，可以将抽象的理论变得更具象化，

更容易让小朋友们接受。比如说，在进行“爱国精神”方

面的教育时，教师可以通过欣赏红歌、唱红歌的形式，引

起小朋友的共鸣。唱到“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我们的

田野”“王二小”时，教师可以组织“讨论式学习”。讨论

的主题有：少年为什么是祖国的春天？美丽的田野是谁建

设的？王二小为什么不怕敌人等等。在讨论过程中，小朋

友会潜移默化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之间的关系，会意识到

爱国是光荣的，是一种使命。爱国精神的渗透是幼儿启蒙

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使

幼儿好好学习 [8]，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有贡献的人。

3.3 创新音乐故事  培养创新精神
音乐可以带给小朋友很多想象空间，在这种想象空

间里，小朋友的创新意识可以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这不

仅有益于小朋友们的学习，还有益于培养小朋友们的学

习思维，让小朋友们终身受益。比如说，在欣赏音乐剧

《灰姑娘》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课件，播放视频素

材。然后，进行音乐剧《灰姑娘》的创新表演。教师可

以鼓励小朋友表演出不同版本的《灰姑娘》。在原剧中，

灰姑娘有很多无奈，有很多纠结，有很多不勇敢的时候，

结合这些角度，小朋友们可以进行大胆地创新，创作出

自己心中的灰姑娘形象。在创新的过程中，小朋友的思

维会开始高速运转，这有利于培养小朋友的创新精神。

4  结语

综上所述，“音乐”确实有益于幼儿启蒙教育，有益

于幼儿健康成长。但在具体运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幼

儿教师还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做到理论结合实践。有

些幼儿教师自身的音乐实践能力不足，就会在音乐教育

中侧重理论知识讲解，这不仅无法吸引小朋友的关注，

还会让小朋友觉得枯燥、乏味。作为新时期的幼儿教育

工作者，要想打开小朋友的音乐世界，首先要打开自己

的音乐世界，小朋友并不会要求教师唱的有多么好，但

希望教师可以和自己一起融入其中。只有教师自信起来，

小朋友们才会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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