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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信息技术开展幼儿园音乐教学策略研究
王玉荣　韩文涛

（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中心幼儿园，山东 枣庄 277200）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在现阶段教育教学中正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随着教育信息化的逐步推进，学前教育也

在紧跟步伐。在以往传统的幼儿教育模式下，由于幼儿年龄较小、自主意识缺乏等固有因素的限制，幼儿教师作为教学主体多是以主动

式教学与幼儿的被动接受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实则耗费了大量的师资力量，且学前教育效果不甚理想。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学前教育

目标，信息技术可助幼儿教师一臂之力。其中，音乐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内容，承担着塑造幼儿健全人格，助力其全面发展的重要

职责。基于此，本文对音乐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展开了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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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

定》这一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素质教育应贯穿在幼儿教育、中

小学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中，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

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学前教育也要紧抓

教育信息化。这一教学优势实现了学前教育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本

性变革。音乐教育旨在通过营造相应的艺术氛围，感染与培养幼

儿的健全人格。因此，借助信息技术开展学前教育的音乐教学是

学前教育教学变革的突破口。

一、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音乐教学融合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与

原因分析

（一）现存问题

1. 幼儿教师教育观念落后

据调查研究发现，在幼儿园的音乐课程教学中，部分幼儿教

师往往会忽视幼儿的整体学习体验，将整个教学中心过多地放在

了多媒体设备的使用上。以单纯的技术使用来衡量音乐课程的整

合力度与深度。还有一些幼儿教师尚未认识到信息技术与音乐课

程有效整合的重要意义。可能是迫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压力，敷衍

了事，导致了音乐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

2. 幼儿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

不难看出，绝大多数幼儿教师还是习惯于传统教学模式下的

音乐课堂教学。例如，在跟唱或者是动作要领的讲解环节，还是

采取灌输性质的教学模式。他们在潜意识中觉得信息技术的使用

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究其原因，一方面，幼儿教师信息素养

较低，无法较好地开展信息技术教学；另一方面，幼儿园对幼儿

教师的信息技术教育培养力度多流于形式，时间一长，信息技术

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应用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3. 尚未形成切实可行的教学模式

作为整个教育教学的起始阶段，在学前教育中运用现代信息

化教学手段与幼儿教学课程内容进行整合，既是教育教学的大势

所趋，也是学前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很

多幼儿教师缺少信息技术与音乐课程教学整合的直接经验，因此，

他们在开展音乐教学时，往往习惯于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另一

方面，由于幼儿园教育中信息化人才的稀缺也导致多数教师不能

正确使用信息技术开展音乐教学。因此，在当前的幼儿音乐教学中，

探索出一条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音乐教学整合的教学模式是关键。

（二）原因分析

1. 幼儿教师的认知偏差

很多幼儿教师对信息技术与音乐教学的融合存在认知上的误

区。绝大部分教师认为，应用信息技术开展音乐教学，只是简单

地利用多媒体去上课，而教师在旁边只是发挥“遥控器”的作用，

尚未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效融合，也无法真正调动起孩子们对音乐

学习的兴趣。

2. 信息化教学技术培训力度不够

很多幼儿园的信息设备不足，导致绝大部分教师不能熟练运

用信息技术设备开展音乐教学活动，而且在幼儿教师的潜意识里，

他们也认为自己的信息素养较差，在驾驭信息技术课堂过程中缺

乏应有的经验，也没有可以系统学习的机会。

3. 缺乏优质教学资源

纵观现阶段的幼儿音乐教学，我们发现，其实很多教师对信

息技术与音乐教学的融合持肯定的态度，但是，由于可利用的资

源较少，除了一些相关的儿歌视频与文件之外，其他可利用的资

源较少，很少能找到符合特定教学主题的视频动画等。其实这样

也不利于调动孩子们对音乐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教师及时洞

悉每个孩子的学习动态，久而久之，孩子们也会对音乐课程失去

兴趣。

二、借助信息技术开展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具体策略研究

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音乐课程的整合是教育教学的进步，也是

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我在分析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三个不

同年龄段的音乐教学现状后，将信息技术与幼儿园音乐课程的教

学整体划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一）引情入境——谱好课堂前奏曲

毋庸置疑，兴趣是学习的基础。只有当孩子们对所学知识产

生好奇心时，我们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甚至会取得事半功

倍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具体的

教学目标、幼儿的成长发展规律、特点及其心理需求巧妙运用信

息技术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抓住孩子们的好奇心，

进而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让孩子闷在相对轻松的状态下学习音

乐、感受音乐。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也要精心创设与幼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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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课堂教学内容相吻合的教学环境与教学氛围，通过多媒体启发

幼儿产生对音乐意境的理解，进而开展下一步的音乐教学。例如，

在小班音乐《丰收啦》的教学中，在教学前，我准备了摘果子的音乐、

果园丰收的视频以及各种辅助教学的图片。正式教学开始之前，

通过电脑屏幕投放，我让孩子们欣赏视频，进而导入新课教学。

在这首儿歌的教学中，我是这样设计的：

“孩子们，今天的音乐之旅，老师要带领大家去秋天丰收的

果园看一看。”（点击课件——展示果园情况。）提问学生，“图

片展示的是哪里？”孩子们回答“秋天的果园”“丰收的果园”。“今

天的音乐之旅，老师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一下秋天丰收的果园，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切换视频画面，播放儿歌《丰收啦》。

孩子们边听边看，对儿歌有初步了一定的认知。

接下来，我通过课件为孩子们展示了一些拟人化、趣味性强

的图片，如儿歌中提到的“像娃娃的白菜、在架子上爬的扁豆与

丝瓜、地里藏着的土豆和萝卜、还有站在一旁看着这一派丰收景

象笑呵呵的农民伯伯”，（点击课件——切换视频画面）展示农

民伯伯摘果子的情况，并且给孩子们进行示范，让孩子们互相说

一说、学一学。只见几个孩子也跃跃欲试模仿起我的动作来，学

着拿篮子、摘果子。“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唱这首活泼欢快的儿

歌《丰收啦》”。

整个教学流程，我都是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完成的，让他们

在直观性、丰富性与趣味性较强的视频与课件中，了解了儿歌，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降低儿歌的学唱难度。

（二）趣学新歌——调动幼儿创作欲

在整个信息技术指导下的音乐课程教学中，信息技术发挥着

“助教”的作用，在最大程度上以其资源的丰富性、技术的先进

性等优势，帮助着幼儿教师开展每一步教学活动。例如，在中班

的儿歌教学《敲锣打鼓放鞭炮》中，我先是利用多媒体设备播放

了儿歌，让孩子们在聆听儿歌的过程中，想象儿歌的画面、感受

儿歌欢乐的节奏。音乐所传递出的内容有时是文字与语言不能相

媲美的，也逐步引导着孩子们跟随着我的节奏一步步推进教学，

实现教学目标。对于这首儿歌，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我设计了

以下教学流程：

根据儿歌内容，我准备了过节放鞭炮的视频、锣鼓的图片、

东北秧歌的音乐、锣鼓等辅助性教学材料。

首先，在图片导入环节，我展示了锣鼓的图片，并为孩子们

示范了相关的动作，让他们跟随我的节奏一起敲锣、掌握节拍；

其次，在接下来的音乐与动作匹配教学中，借助多媒体，为

孩子们播放《敲锣打鼓放鞭炮》儿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固有经

验进行节奏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我选择让孩子们分小组进行

表演；

最后，《新年好》儿歌作为教学的收尾，我让他们通过自己

对儿歌的理解，编创相关的动作。

这一环节主要是建立在孩子们对音乐有了自己的理解之后完

成的，而当他们想要去完成这一任务时，首先要从自己对儿歌的

理解出发，提炼情感，这样才能激发他们表达与创作的欲望，实

现音乐教学的最终目标。

（三）自信表达——培养幼儿合作意识

具有自信这一品质的人都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往往给人也会

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幼儿时期正是性格培养与塑造的关键

时期，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幼儿自信心的培养。例如，在大班音

乐《兰花花》的教学中，我结合图谱让孩子们去练习手绕花。图

谱也可以直接形象地表达出动作的要领，给孩子们加深印象。另外，

我借助视频辅助他们进行表演，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具体的教

学设计如下：

首先，在教学前，我准备了秧歌舞视频、手绢花、图谱与相

关音乐。在课前导入环节，我为孩子们播放了儿歌《兰花花》，

意在调动他们对儿歌学习的热情，让他们感受浓郁的陕北风情。

之后我抛出问题：“孩子们，你们在这首儿歌里听到了什么？你

们觉得这是哪个地方的歌曲？”看到孩子们一头雾水的样子，我

利用课件呈现了有关陕北的地域风情与地理环境图片，有效帮助

他们加深了对儿歌的理解；

接下来，在手部基本动作的学习中，通过播放秧歌舞的视频，

提问：“孩子们，你们看视频中的人们都在干什么？你们想不想

学他们的动作呢？”继续展示手部动作分解图，让孩子们自由欣赏，

鼓励他们创设自己喜欢的动作。幼儿们对绕手绢花这一动作有了

一定的了解之后，我讲解绕手绢花的做法及动作要领，带领他们

跟着图谱进行训练；

第三，为检验孩子们的学习效果，我用课件展示了秧歌舞会

主题，然后播放秧歌舞视频“让我们一起拿起手绢花，跟着音乐

跳起来吧！”除此之外，为了让孩子们对陕北秧歌有更深的理解，

我将手绢花放在了表演区，鼓励孩子们在以后的区域活动学习中，

可以在表演区巩固对绕手绢花动作的要领。

最后，在课堂延伸区域的表演活动中，渐渐地我发现孩子们

都在享受着这场秧歌舞会，即使跳得不好也没关系，即使摔倒了

也无所谓，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拉起了其他小伙伴的手，你进我退，

你高我低，好一副热闹欢乐的场景。

三、结语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信息化早

已深入教学课堂，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因此，要想做好学前

教育，作为幼儿教师，我们要始终站在幼儿教育的前沿，积极审

视信息技术，将其优势与音乐教学进行有效结合，寓教于乐，彰

显信息技术的教学价值，实现音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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