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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五声音乐能力发展的特征及其教育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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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幼儿教育既是我国教育的基础内容，也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在幼儿时期培养儿童音

乐能力，不仅能提高其音乐素养，也有助于促进其今后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针对 3-6 岁儿童五声音乐能力发展的特征及教育

价值进行研究，旨在为相关音乐教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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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教育价值观是指对音乐教育价值持有的观点与视角，

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音乐教育的质量。在目前音乐价值研
究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音乐教育价值的
研究多数都只研究欧洲大小调音乐，却鲜少考量七声音乐或五
声音乐的教育价值。另一方面，音乐教育价值的研究几乎并未
针对幼儿音乐教育价值进行论述，当前幼儿音乐教育缺乏研究
幼儿五声音乐能力的发展，导致幼儿音乐素养难以有效提升。
因此，为改变该现象，幼儿音乐教育应重视关注幼儿音乐的发
展规律，通过采取五声音乐教育的途径有效实施幼儿音乐教学，
从而为提升其综合素养奠定坚实基础。

一、3-6 岁儿童五声音乐能力发展的教育价值
音乐能力通常是指个体从事音乐实践活动的心理特点及本

领，主要包括从事音乐欣赏、音乐创作、演唱、演奏等方面的
能力及音乐感知的心理特征。幼儿音乐教育是一种社会性的实
践活动，既与其他学科有着共性的特点，同时还具备艺术教育
中以音乐为教育内容的特点，该种特点充分体现了内在价值与
功利价值两种音乐价值观。而五声音乐能力作为幼儿音乐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幼儿年龄的持续增长能够有效增强，且
4 岁左右的幼儿五声音乐能力呈现迅速发展的状态。通过合理
运用五声音乐开展幼儿音乐节奏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节
奏教学效率。因此，在儿童音乐教育过程中，教师需合理考虑
幼儿五声音乐能力发展特点与规律，适当开展幼儿五声音乐教
育，从而促进儿童在个性、身体、情感、智力等方面的综合发
展 [1]。

二、3-6 岁儿童五声音乐能力发展的特征
（一）音乐能力自然发展情况
3-6 岁儿童七声音乐和五声音乐能力的自然发展状况都在

随着年龄而持续提高，其中，3-6 岁儿童五声音乐自然发展能
力在幼儿音乐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多数幼儿在 2-3 岁时期
发展的“轮廓歌”中，其音高把控能力一直在不断提高，大体
上能够唱准小三度音程与大二度音程，该种能力在 3 到 4 岁阶
段仍保有维持状态。而在五声音乐中，出现最为频繁的便是小
三度音程与大二度音程，所以幼儿音乐能力发展的过程中，主
要以五声音乐能力的自然发展为主。与此同时，3-6 岁儿童五
声音乐能力在自然发展方面普遍存在年龄差异的现象。据悉，4-5
岁儿童的五声音乐自然发展能力与 3-4 岁儿童有着明显差异，
且4-5岁儿童音乐能力显然高于3-4岁儿童，虽4-5岁儿童和5-6
岁儿童在五声音乐能力自然发展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 5-6 岁
儿童的五声音乐自然发展能力依旧高于4-5岁儿童，这代表3-6
岁儿童的五声音乐能力是随着年龄的持续增长而提升。由此可
知，在幼儿音乐教育过程中，儿童五声音乐能力的发展对提高
其音乐水平和音乐能力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且幼儿五声音
乐能力的自然发展与幼儿所接受的教育无关，其所代表的只是
幼儿音乐心理的自然发展状态。

（二）听觉能力发展总体情况
3-6 岁儿童七声音乐和五声音乐听觉能力的发展是随着年

龄而在持续提高的，但 3-6 岁儿童音乐听觉能力发展所占人数
比例十分小。在儿童听觉能力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为 3-6 岁幼
儿创设旋律再现的模唱情境下，3-4 岁儿童几乎无人能够真正

模唱出七声音乐的旋律，4-5 岁儿童和 5-6 岁儿童也只有极少
数能模唱七声音乐旋律。而 3-6 岁儿童在幼儿园阶段的五声音
乐听觉能力发展却十分显著，且呈快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
儿童旋律听音能力作为儿童音乐听觉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即时聆听旋律后的模唱能够有效测试儿童旋律听音能力。
由于音乐是以听觉交流的形式所存在的，所以各个年龄阶段的
人们都在与其接触，当然，儿童首先为接受者，然后才会逐渐
成为参与者。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在 2-6 岁之间的音乐能力会
产生令人惊讶的转变，且幼儿五声音乐的发展也呈现阶段性特
点，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存在本质差异。此外。3-6 岁儿
童五声音乐能力的听觉能力与自然发展状况较为一致，且听觉
能力发展在儿童五声音乐能力发展过程中十分显著 [2]。

（三）调式感知能力发展情况
3-6 岁儿童五声音乐调式感知能力在儿童音乐能力发展中

占据了主要地位。3-6 岁儿童五声音乐调式感知能力的发展比
七声音乐调式感知能力的发展较快。在对儿童进行调式终止感
判断的过程中，五声音乐调式判断正确的人数远高于七声音乐
调式人数，且 3-6 岁儿童五声调式感知能力发展与七声调式确
有显著差异。与此同时，在幼儿音乐教育教学中结合儿童音乐
心理发展特点对幼儿开展音乐教育，能促进幼儿音乐学习获得
相应的内心满足与更多乐趣，这对幼儿今后全面发展有着积极
意义。由此可知，幼儿五声音乐调式感知能力在幼儿音乐能力
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以音乐教育教师应采取合理的方式
开展适宜幼儿发展的教育活动，促进其音乐水平的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在 3-6 岁幼儿音乐能力发展过程中，五声音乐

能力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随着幼儿年龄增强而
不断增强，且在 4 岁左右的自然发展、听觉能力、调式感知能
力等方面都呈快速发展的趋势。由此可知，幼儿音乐能力主要
由五声音乐能力向七声音乐能力发展，其中以五声音乐能力发
展为主，这也是儿童五声音乐发展的独特特征，能为顺利开展
幼儿五声音乐教育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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