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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音乐的功能在幼儿身心全面发展中的体现
谢瑞楠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华山幼儿园，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音乐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音乐的功能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文

从音乐的功能上展开论述，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来分析音乐的功能在幼儿身心全面发展中的体现，将音乐的功能

在五大领域的体现一一列出，进行分析，浅谈现象，意在论证：音乐在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发挥着全面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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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指出：

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重要形式，也是表达自己

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情绪态度的独特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幼

儿教育越来越走向科学的发展进程，音乐作为艺术的一大门类，

也进入到幼儿园的课程教育体系中，或多或少的在幼儿的身心发

展中发挥着作用。

一、音乐的功能

音乐的功能是指音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音乐作

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音乐的教育功能

音乐的教育功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近现代许多思想家、教

育家也都有共同的观点：音乐可以教育人。音乐的教育功能体现在：

第一，启迪智慧，诱发灵感；第二，潜移默化，陶冶情操。

（二）音乐的保健功能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调节身心；第二，治疗疾病。

（三）音乐的娱乐功能

人们能够通过音乐获得精神的享受和愉悦，使身心得到愉快

和休息。

二、音乐的功能在幼儿身心全面发展中的体现

《指南》的制定，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它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描述幼儿的学习与发展。

以下就从五大领域来分析音乐的功能在幼儿身心发展中的体现。

（一）音乐的功能在幼儿健康发展中的体现

音乐活动作为幼儿园的基础课程，其教育性非常的明显，最

表面的特征是让幼儿感受美、表现美，欣赏美，从而身心愉悦。

以课程为形式的音乐活动是音乐的教育功能最直观的表现。

歌唱活动中幼儿需要保持良好的坐姿站姿来演唱；舞蹈活动中幼

儿通过模仿成人甚至自行创编动作；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健康的体

态，促进其动作协调、灵敏，这也是音乐保健功能的体现。

幼儿在一日生活中，难免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尤其是新生

入园阶段，情绪很低落，经验丰富的教师，都会通过音乐活动吸

引幼儿的注意力，能很大程度的安抚幼儿，从而让幼儿的情绪安

定愉快，这是娱乐功能的体现。当音乐活动有规律的成为幼儿一

日生活的某一特定环节，幼儿会形成有规则的认知，从而更好地

适应环境。

有关生活、卫生的歌曲，能帮助幼儿树立良好生活与卫生习

惯。以歌曲《起床歌》为例，“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

小宝宝要牢记，早睡早起身体好。”这是很典型的良好作息习惯

的歌曲，可见音乐的教育功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幼儿。

（二）音乐的功能在幼儿语言发展中的体现

语言是交流和思维的工具。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

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课堂中的音乐活动，还是在社会生活中

无意间听到的音乐，对幼儿的听觉都用一定的刺激，幼儿通过模

仿发音，能大大的提高语言能力。

1. 单纯从音乐的教育功能来说

通过有目的地选择适合的歌曲，科学的教幼儿，从认真倾听

到尝试发声再到完整清晰的演唱，它既是学“唱”，也是学“说”；

既做到了倾听，也做到了表达。

2. 音乐的保健功能从字面上看

仿佛与幼儿的语言发展并无关联，其实细细思考，还是有很

大的关联。音乐的种类有很多，可不只是唱唱跳跳这么简单，我

们常常会发现，当孩子在欣赏一首缓慢抒情的乐曲时，连最调皮

的孩子都能静下来。这就是音乐的保健功能所起到的调节身心的

作用，性格急躁的孩子很难静下来，部分孩子会出现说话快，说

不清楚，甚至会出现口吃的现象，这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多听

舒缓的音乐，让孩子的心静下来，辅之以教师的引导，孩子的上

述现象会渐渐改善甚至消失。

3. 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

音乐游戏是音乐活动中常有的环节，奥尔夫音乐《猜猜谁出

场》是我班幼儿最喜欢的互动歌曲，当歌曲中动物的叫声出现后，

孩子们会争先说出自己听到的动物名称，还会学动物的叫声，玩

得不亦乐乎，在娱乐的同时大大发展了语言表达能力。

（三）音乐的功能在幼儿社会发展中的体现

幼儿社会领域的学习与发展过程是其社会性不断完善并奠定

健全人格基础的过程。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是幼儿社会学习的主

要内容，也是其社会性发展的基本途径。而音乐恰恰能帮助幼儿



086 Vol. 3 No. 01 2021经验交流

发展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能力。

愿意与人交往，是幼儿人际交往能力的起步，万事开头难，

当幼儿初入园时，与人交往是教师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擅长与人

交往的幼儿安静的让人着急，积极与人交往的幼儿又跟同伴有冲

突，《找朋友》《我的朋友在哪里》都是教育幼儿、鼓励幼儿交朋友，

教育幼儿与朋友友好相处的的歌曲。

当幼儿学会一首歌曲时，我们会鼓励幼儿表现自己，幼儿完

成表演后，我们都会表扬幼儿，肯定幼儿的进步，幼儿会更加的

自信，从而更加地积极。当幼儿沉浸在音乐中时，胆小内向的幼

儿都会有让人出乎意料的表现，这就是音乐保健功能的表现，能

培养幼儿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自信。

语言的说教告诉幼儿：“要关心尊重他人”不如用一首歌来

告诉她。其实歌曲带来的效果，还真是意外的收获。《我的好妈

妈》这首歌，孩子们学完后都会唱给妈妈听，孩子们不仅仅是唱，

还能根据歌词内容，真正的说出关心妈妈的话，妈妈们满是感动。

亲子活动是幼儿园公开活动中最基础的活动形式，亲子活动

中，我们常常会选择一些亲子律动的音乐来拉近亲子关系，调节

活动气氛，增进各个家庭之间的互动，增进班级凝聚力，这些都

帮助着幼儿更好地适应社会，走近社会。

（四）音乐的功能在幼儿科学发展中的体现

《指南》中提到：幼儿的科学学习是在探究具体事物和解决

实际问题中，尝试发现事物间的异同和联系的过程。幼儿科学的

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

而经过近年来对幼儿音乐活动的研究发现，音乐与科学领域的联

系是密不可分的。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我的科学成就很多是从音

乐启发而来的。”人们常说左脑是“语言脑”，右脑是“音乐脑”，

音乐不仅能活化右脑，还能推动想象、思维和创造活动，这正是

音乐的教育功能的体现。

关于音乐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就我们目前所接触的

音乐，歌颂自然的音乐可谓是数不胜数。歌曲《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中唱到：“东边的太阳……树上的小鸟……”；《春天在哪里》唱到：

“这里有红花……这里有绿草……”；《猜猜谁出场》中出现了

很多种真实的动物叫声；这些都是自然界的事物。通过对这些歌

曲的学习，幼儿对自然界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产生了探究的兴趣，

会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中去。

科学领域还提到了幼儿关于数学的认知。有关“数”的儿童

音乐如《数数歌》《两只老虎》《数鸭子》《手指歌》……等等，

对幼儿感知数学有着很大的帮助。

（五）音乐的功能在幼儿艺术发展中的体现

音乐作为艺术的一大门类，当它的功能开始发挥作用时，既

能让幼儿感受与欣赏其体现出的美，更有助于幼儿表现美和创造

美。

有关研究者曾经对成年专业音乐家做过调查，发现在 2-4 岁

开始接受音乐教育的人中，有 92％的人可能获得绝对音高感；在

4-6岁开始接受音乐教育的人中，这个比例便下降到68％，可见，

幼儿时期接受音乐教育的年龄阶段对其未来音乐能力发展的可能

性有一定的影响。

在音乐活动中，让幼儿有意识的听辨各种声音、引导幼儿有

目的地表现音乐的快慢、音的强弱；进一步说出自己对于音乐的

感受，甚至创编歌词、改编节奏，对于幼儿的艺术水平发展有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对幼儿未来发展的期待

幼儿的未来有无数中可能性，音乐的功能虽然对幼儿五大领

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把音乐的功能发挥到最好的

效果，是一件需要长期坚持、探索、研究的未知学问，需要我们

发挥教师的专业素养，开拓创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为幼儿的

身心全面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相信在科学系统的音乐教育环境

下，幼儿的发展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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