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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幼儿音乐教学现状分析
1.1教学理念较为落后

根据当前教学实际情况来看，幼儿教师在开展音乐教学时，

一般所采用的都是带领幼儿共同逐句歌唱的方式，幼儿长期处于被
动接受的状态，长此以往会严重降低幼儿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幼儿

会产生一定的依赖心理，自主学习能力及审美能力无法被有效的激

发，同时教师也知识为了教而教，只重视实际学习效果，对过程关
注度不够，这并不利于幼儿因素素养的全面发展。

1.2教学内容缺乏趣味性

因玩本就是孩子的天性，若单纯采取说教的教学方式，不
仅会让课堂变得枯燥乏味，更会严重影响音乐教学质量及效率。

而且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一般会围绕教材展开，并未能及时的

进行拓展，这也局限了幼儿思维的发散，无法有效的吸引幼儿
的注意力，幼儿对音乐并未能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同时部分

教师也采取了音乐游戏的方式，但是由于游戏与教学内容的融入

性不强，无法将幼儿有效的带入其中，而且因缺乏趣味性课堂
的氛围不够活跃，这也是降低音乐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1.3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因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教师较为注重课堂的规矩，
并采取了相应的手段来限制幼儿的只有发挥空间，这不仅会一直

幼儿的想象力，更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同时这种机械式模

仿及灌输的方式，幼儿并未能与音乐产生共鸣，在情感感知与
表达上相对较为缺失，在该形势下幼儿音乐教学就会朝向功利性

方向发展，与原本教学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幼儿会对这种教学

方式逐渐产生排斥心理，不利于音乐教学效用价值的充分发挥。
2  幼儿音乐教学中运用音乐游戏的有效策略

2.1 转变教学方式，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若想有效的提升幼儿的音乐素养，教师首先应当顺应时代发
展转变教学理念，并根据现阶段幼儿的学习、理解、思维能力等

实际情况及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案，并为其选择

合适的教学方式，在此需其具有一定的相符性及实效性，确保其
能够有效的激发幼儿的音乐学习兴趣，并真正的感受到音乐的魅

力所在，从而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来。教师还需要注意观察幼

儿的行为表现，并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调
整，还需要加强与幼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充分起到引导辅助作

用，从而达到提升音乐教学效果的根本目的[1]。

2.2根据教学内容合理设置游戏环节
若想将游戏充分融入到音乐教学中，教师还应当根据教学目

标设计合理的游戏内容，并对幼儿的学习能力、喜好等进行充分

了解并做出分析，以此来为后续的融合工作提供有效的依据奠定
坚实的基础，确保其能够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著名的哲学家爱因

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充分激发幼儿的兴趣，才

能让音乐教学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此教师需要紧紧抓住
幼儿好奇心较强的特点，为幼儿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带

幼儿音乐教学中有效运用音乐游戏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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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幼儿音乐教学现状展开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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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幼儿完全沉浸在该氛围中[2]。例如在学习“丢手绢”这首儿
歌时，教师就可以带领幼儿一起玩丢手绢游戏，首先在教师中围

成一个圈，其中一个小朋友站起来拿着手绢在其他小朋友的身后

绕圈走，孩子们共同唱出歌词：“丢，丢，丢手绢，轻轻的
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在歌曲演唱结束后，拿

手绢的小朋友就快速的将手绢放在其中一个小朋友身后，然后就

加速跑到自己的位置上，身后有手绢的小朋友就要赶紧去追上丢
手绢的小朋友，其他小朋友继续唱：“快点快点追上他，快点

快点追上他，快点快点追上他”，如果未追上的话就需有进行

下一轮丢手绢，其他幼儿继续唱歌，以此类推，通过该方式不
仅能够加强幼儿的记忆，更可以起到巩固作用，而且音乐与游

戏有较强的契合度，对教学质量及效率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

作用。
2.3 创设趣味教学情境，激发幼儿兴趣

幼儿本就有着较强的模仿能力，且会根据周边的事物变化而

随之改变，同时为了降低幼儿的畏难心理，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
时，可以将教学内容与生活相结合，让幼儿通过音乐学习及活动过

程中学习更多的经验，促进其身心健康成长。例如在开展“小动物”

这一音乐游戏时，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应的音乐视频，并
且鼓励幼儿注意倾听与观察每种声音和动物的联系，并为幼儿预留

相应的表现空间，使其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其进行模

仿。其次可引领幼儿根据音乐进行大胆的改编故事，如在森林里举
办了一场音乐会，小鸡、小兔子、小鸟、大灰狼、老虎都参与其中，

教师可以在规则中制定每个动物代表哪个音，教师在播放出这个音

时，该小动物就需要及时进行跑动，而播放到与大灰狼相符的音
时，大灰狼就需要出动去追其他小动物，这就要求幼儿需要集中注

意力听音，然后待到听到与自己所模仿动物相符的音时就要及时作

出反应，避免被大灰狼打住。通过该方式可以转变音乐教学模式，
让音乐课堂具有较强的趣味性，以此来提升幼儿的学习积极性。让

音乐与游戏真正的实现融合[3]。

3  结语
综上所述，因幼儿思维理解能力相对较弱，若单纯的采取

讲解带领幼儿共同歌唱的方式不仅不会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还

会降低幼儿的积极性，使其对音乐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在此教
师应当根据幼儿阶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采取音乐游戏的方式

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使得幼儿在玩乐中学习，促进其身心全方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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