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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创新幼儿音乐教育
活动的策略

高　凌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帝景豪苑幼儿园，中国·江苏　宿迁　223800

【摘　要】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认为教育不要脱离现实生活，而是要根植于生活的土壤中。教师要在教学中融

入生活案例，从而使得教育工作变得更加生动形象，使知识变得更加具体。幼儿生活化的学习环境中更加容易产生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幼儿音乐教师要认真研究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结合幼儿的现实生活挖掘教育资源，使资源变成具

有教育价值的课程内容，从而更好地满足幼儿的成长需求，提升幼儿音乐教育的有效性。本文探讨了基于陶行知“生活即

教育”理念创新幼儿音乐教育活动的策略。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有效性；幼儿音乐教育

陶行知老先生提出“生活即教育”理念，其认为教育和

现实生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要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

将教育工作延伸到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基于此，有效地培

养幼儿的探究能力、实践能力，提高幼儿的道德素养，推

动幼儿的全面发展。幼儿教师要积极地践行陶行知“生活

即教育”理念，在幼儿音乐教学中运用生活化材料、开展

生活化活动，实现音乐教学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以此

来帮助幼儿树立科学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提高幼儿的道德

素养，推动幼儿的健康快乐成长。

1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的内涵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认为，教育要与生活进行有

机融合。只有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才是有价值的

教育。该教育理念的内涵如下：首先，教育要融入生活。

陶行知认为教育不要与学生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验相脱

离，而是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为学生创设生活化情境，使

得学生进行更加高效的学习。其次，生活是最好的教材。

陶行知提倡要鼓励学生亲自参与和体验生活中的知识，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深入挖掘生活中的素材，引导学生

通过实践体会到知识的魅力。第三，注重实践和实用。陶

行知主张要通过实践帮助学生掌握知识与技能，重视技能

与知识的实用性[1]。其认为教育的目标不只是传递知识，

更为关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第

四，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陶行知认为教育要注重学生的

全面发展，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要培养具有

良好品质与价值观的公民，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分数，这才

是教育的根本目标。

2　基于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创新幼儿音乐教育

活动的策略

2.1 “生活即教育”理念在创设音乐环境中的应用

2.1.1 基于物质层面，创设音乐环境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下，为了创建生活化的音乐

环境，需要在物质方面进行合理布局。在幼儿园的每个角落

都可以布置成音乐的舞台。幼儿教师可以在活动区、教室与

走廊等空间布置音乐元素。例如，可以摆放乐谱架、音乐玩

具或者悬挂乐器等，进而达到美化环境的目的，而且可以引

导幼儿探索音乐的世界。此外，幼儿园要加强对音乐工作坊

的建设。在坊内为幼儿提供多种多样的音乐学具与教具，可

以摆放传统的打击乐器，如，三角铁、碰铃、摇铃等，而且

可以摆放现代的多功能电子琴鼓。另外，还可以摆放沙锤与

沙蛋等音乐玩具，以此来激发幼儿的探索欲望，使得幼儿可

以更多地接触音乐、学习音乐知识。

2.1.2 基于精神层面，创设音乐环境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下，为了创建生活化的音

乐环境，教师要从精神层面入手，引导幼儿融入到音乐的

世界。教师要在幼儿进入幼儿园的那一刻起，让音乐融入

到幼儿一天的幼儿园生活中。在幼儿入园以后，教师要为

幼儿播放轻松、快乐的音乐，使幼儿可以在音乐的陪伴下

开始新的一天；在课间休息时，可以为幼儿播放优美的儿

歌，使得幼儿感受到宁静和快乐；在做操时，可以播放欢

快的音乐，使得幼儿变得更加精神抖擞，更加具有活力；

在午休时，可以为幼儿播放轻柔的《摇篮曲》，帮助幼儿

进入甜美的梦乡；在放学时可以播放温馨的音乐，代表着

幼儿一天学习生活的结束[2]。在不同场景下播放相应的音

乐，可以使幼儿获得更加丰富的生活体验，使其充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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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音乐的美好，而且也可以使其学会倾听、感受与表达。

在精神层面受到感染，激发幼儿的潜能。

2.2 在“生活即教育”理念在音乐区域游戏中的应用

2.2.1 选择生活化材料，丰富幼儿音乐体验

在幼儿音乐教学中，教师要组织开展一系列的音乐区域

游戏。为了提高游戏的有效性，为了促进游戏活动的顺利

开展，教师要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结合幼儿

的现实生活选取更多生活化的游戏材料，指导幼儿进行收

集与制作。首先，幼儿园会统一购买多种不同类型的音乐

学具与玩具，这也是游戏材料的主体。幼儿园要加强对音

乐区域的建设，投入充足的资源为幼儿购买优质的音乐游

戏材料，比如，弦乐器、打击乐器与键盘乐器等，使幼儿

可以在演奏与触摸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音乐的魅力。如，

幼儿园可以为幼儿配备一套打击乐器组合，使幼儿在吹

奏、敲击与摇晃的过程中体会到不同音乐的节奏和音色，

培养幼儿对音乐的热爱之情。

2.2.2 组织自主游戏，回归幼儿主体地位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下，在幼儿音乐区域游戏

中，教师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引导幼儿自主地选择

游戏的内容、形式。在游戏中，教师要为幼儿提供自主探

索的时间与空间，鼓励幼儿结合现实生活与个人的兴趣爱

好，自主地选择乐器。另外，也可以与其他小伙伴共同参

与律动、歌唱等游戏等。基于自主游戏活动的开展，发挥

幼儿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幼儿可以在良好的游戏氛围中感

受到音乐的魅力，培养幼儿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在游戏过

程中，教师要认真观察幼儿的表现与反应，对游戏的内容

与形式进行调节。例如，在发现幼儿对某种乐器比较感兴

趣时，教师可以适当增加该乐器的种类与数量，以更好地

满足幼儿的游戏需求。如果发现幼儿在游戏过程中遇到问

题，教师也要提供帮助，加强引导，使得幼儿能够解决问

题、克服困难，继续参加音乐活动。

2.2.3 设计集体游戏，锻炼幼儿的音乐素养

教师要组织开展集体游戏活动，以培养幼儿的音乐综

合能力。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心理特点与音乐兴趣设计不同

类型的音乐游戏。例如，可以组织开展达尔克罗兹体态律

动游戏，鼓励幼儿根据音乐节奏进行身体律动，更好地表

现音乐、感受音乐，从而锻炼幼儿的音乐感知能力与表现

能力。此外，在游戏中，教师要合理渗透陶行知“生活即

教育”理念，使音乐教育和幼儿的现实生活有机融合，结

合幼儿的生活细节培养幼儿的智慧。比如，教师可以设置

和幼儿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游戏主题，如，“厨房里的乐

器”、“动物园开办音乐会”等，使幼儿可以结合现实生

活参与游戏活动，更好地理解与体验音乐。

2.3 “生活即教育”理念在幼儿一日生活中的应用

2.3.1 利用音乐的积极暗示作用，滋养幼儿的思想情感

音乐有着独特的魅力，可以跨越语言的界限，直接抵达

人的心灵深处。在幼儿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合理渗透陶行

知“生活即教育”理念，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利用歌

曲的歌词充分发挥对幼儿的积极心理暗示作用，使幼儿可

以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知识，懂得道理。例如，教师可以为

幼儿播放《爸爸妈妈》、《我的好妈妈》等十分温馨、充

满亲情的儿歌，使幼儿在温暖的旋律中体会到父母对于家

庭的辛勤付出、对于自己的深厚情感，使其学会感恩，在

今后更加尊重父母、关心父母，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增

进彼此的感情。

2.3.2 利用音乐行为指令功能，培养幼儿的规则意识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指出，教育要和现实生活关

联起来。在幼儿教育中，教师要充分发挥音乐的作用，使

音乐成为连接教育和生活的桥梁，帮助幼儿了解抽象的规

则，使其内化规则。例如，为了帮助幼儿了解课堂纪律，

教师可以为幼儿播放十分简短、节奏性很强的歌曲，如，

《小嘴巴不说话》。将该歌曲作为课堂开始的信号。教师

要鼓励幼儿跟着歌曲的节奏进行歌唱，在此过程中，幼儿

也会自然而然地对个人行为进行调整，坐姿会变得更加端

正，双眼注视教师，认真听课，更加轻松、自觉地遵守课

堂纪律，了解相关规则。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对于幼儿音乐教

育有着良好的指导作用。幼儿教师要在该理论的指引下，

坚持以幼儿为中心，组织开展一系列生活化的幼儿音乐教

育活动，将幼儿教学与现实生活融合起来。从而为幼儿营

造出更加积极、健康的音乐学习氛围，提高幼儿的音乐学

习兴趣与学习效率，更好地满足幼儿的音乐学习需求，培

养幼儿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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