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52019 年第 1 卷第 4 期 经验交流

浅谈幼儿园音乐活动中的趣味性教学
陈家凤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山阳镇长沟幼儿，江苏 扬州 225800）

摘要：幼儿园的音乐活动是为了让幼儿可以更开心的学习不同的东西，幼儿教师通过趣味性教学让幼儿主动的去接受新的事物和

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和家长加深交流和互动，让我们的幼儿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在幼儿园的“舞台”上展示自己想要展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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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开展音乐活动可以让幼儿初步感受并且喜爱校园生

活以及艺术中的美，采用趣味性教学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让幼

儿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且能够大胆的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

让幼儿大胆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

一、幼儿园音乐活动中的趣味性教学意义

幼儿园中的音乐活动包括歌唱、音乐游戏、律动、舞蹈、打

击乐、音乐欣赏以及歌表演，在幼儿园里幼儿不仅仅可以演唱成

人专门为幼儿创作的歌曲，还可以演唱传统的童谣以及由幼儿自

己即兴创作的歌谣，节奏朗诵是一种艺术语言与音乐结合的艺术

表演形式，也是既深受幼儿喜爱又易于为幼儿所接受的歌唱活动

材料。

在幼儿园中，儿童可以掌握的歌唱表演形式主要有独唱、齐唱、

接唱、对唱、领唱齐唱、轮唱、合唱、歌表演等。还可以适当地

带领幼儿做一些音乐游戏，简单的音乐游戏就是让幼儿根据音乐

伴奏或者歌曲伴唱，根据一定的规则和音乐要求进行各种动作的

游戏。而幼儿在音乐活动中会随着音乐轻轻的扭动身体，幼儿律

动一般是指在音乐或者节奏乐器的伴奏下，还可以让幼儿模仿成

年人的劳动以及最简单的舞步练习，而幼儿的律动相对来说更为

简单就是单一的重复，也可以是相关的几个动作连接组合成律动

组合。

二、幼儿园音乐活动中的趣味性教学策略

（一）运用游戏教学法激发幼儿对幼儿园音乐活动的参与

兴趣

幼儿教师可以在音乐课堂上采用游戏的方式增加音乐活动的

趣味性，游戏的教学形式可以让与幼儿产生轻松愉快的感觉，还

能将原本无聊、古板的传统音乐课堂变得更加有趣，在这种学习

氛围下幼儿可以更加鼓起精神，积极地转动脑筋，努力的争取提

问和回答问题的机会，再这样主动又积极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充

分的发挥幼儿的潜力，从而获得更好的音乐学习效果。幼儿刚刚

进入校园，不能像立马进入“学生”的角色，而我们幼儿园的开

展也不是为了让幼儿马上学习知识，是为了幼儿进入学生角色打

下基础，所以对于幼儿不能将思绪集中在学习上就可以理解了，

在音乐活动中采用游戏教学瞬间就可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幼

儿的兴奋点不知不觉的转移到学习中，还可以适当的激发幼儿的

竞争意识，在音乐活动中有些互动是有很强的竞争性，比如“淘汰”

游戏，幼儿教师可以在幼儿参加音乐活动的同时让幼儿进行比赛，

鼓励每个幼儿急速的开动脑筋，尽力做到最好以求自己获得更好

的活动体验这种竞争意识可以帮助幼儿培养不服输、敢于向困难

挑战的精神，充分展现教学的生动性和直观性，唤起幼儿对活动

的浓厚兴趣，从而使幼儿园教学活动更具趣味性和吸引力，提高

教学质量。

（二）运用多媒体教学加强幼儿在幼儿园音乐活动的主体

地位

幼儿教师在音乐活动中采用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法，根据教学

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的为幼儿选择和运用

现代教学媒体，并且和传统的音乐教学手段进行有机组合，两种

教学模式共同参与到教学的全过程，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从而达

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舞蹈是音乐活动的一种，经过人们的提炼、

组织和艺术加工并且以人体动作作为主要表现，表达人们的思想

感情，这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当然舞蹈的最基本要

素是动作的姿态、节奏和表情，还有音乐活动中的打击乐，在幼

儿园的音乐活动中简单的打击乐器，也能为音乐课堂增添很多乐

趣，用各种打击乐器敲打出乐曲的节奏或者节奏变化，音响效果

不同节奏性较强，越来越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所以幼儿掌握起来

很容易可以让他们主动的学习。

（三）运用因材施教法提高幼儿对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自主参

与能力

幼儿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了幼儿的学习特点和学习方

式，所以在音乐活动中教师也要为幼儿选择适合的教学模式，充

分的发挥每一位幼儿的音乐潜能。适当的培养幼儿的音乐欣赏能

力，从审美的角度去听音乐而不是在音乐课堂中听听就过去了，

教师要引导幼儿通过听觉去感受音乐，从音乐中获得美的享受，

从而可以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认知的满足。以幼儿的主动学习和主

体性发展为主要特征，来体现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具有时代特色

的新时代接班人。幼儿教师还要通过音乐活动中的歌表演，让幼

儿在唱歌的过程中用简单、形象的基本动作和姿态去表达歌曲里

的美容和情感，幼儿歌表演应该以演唱为主，而动作和表演则是

辅助，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幼儿对幼儿园活动的自主参与能力。

三、结语

幼儿教师在音乐课堂中，通过趣味性的教学方式去组织音乐

活动，培养幼儿对音乐的热爱和节奏感，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喜爱，

从而让幼儿可以在音乐课堂中获得更多的经验，幼儿教师也要与

时俱进，不断更新和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丰富我们的音乐课堂。

为幼儿提供良好的育人氛围和个性发展空间，走出一条高质量发

展之路是每个幼儿教师需要思考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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