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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教师组织音乐律动课的实施策略》 
——以小蚂蚁为例 

余晓涵 

(香港教育大学音乐教育) 

摘要：幼儿在 3-6 岁时，正是音乐启蒙的最佳时期。因此，作为一名新教师，在步入行业初期学会抓住幼儿的心理发展，选

择合适的音乐素材，与幼儿进行有效的教学互动， 让幼儿感受音乐，表现音乐，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主要针对在音乐律动课教学中，

从前期准备、课堂组织和多媒体手段的运用这三大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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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在幼儿教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幼儿自我表现的方

式和重要捷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艺术

领域的学习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

去感受和发现美， 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由此可见，教

师是否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机会”、是否正确引导幼儿用心

感受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是很重要的。作为新教

师，刚从校园生活步入实践工作，在组织艺术领域课程时难免会有

些困惑，如在音乐素材上无从下手、不清楚幼儿的发展水平、不知

道如何开展音乐活动等。我作为一名新入职幼儿园一年的教师，在

经历一段时间的摸索探究之下，总结了部分心得体会，我认为新教

师组织音乐律动课的实施策略分为几个阶段，可以从前期准备、课

堂组织、多媒体手段运用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以下，我将会以一节音乐律动课《小蚂蚁》为例进行阐述： 

一、前期准备 

（一）教师的前期充分地观察、了解幼儿 

基于儿童视角下，幼儿对一些具有鲜明特征的事物较容易产生

兴趣。教师的观察需要让自己先“到场”，慢下来关注幼儿、分析

幼儿对哪些事物的兴趣点较高，继而在音乐课程上选择或适当加入

这些兴趣点。如我发现近期孩子们在散步时，无意间有幼儿提出看

到了好多蚂蚁，紧接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盯着正在搬运糖块的蚂

蚁。有的幼儿说：“蚂蚁是有六条腿的！”有的说：“这些蚂蚁力气

不够大吗？怎么走得这么慢”“蚂蚁说话是很小声的吧？我听不见

他们在聊什么”……幼儿们的好奇心驱使我也进入了思考。既然孩

子们都对蚂蚁感兴趣，不妨组织一场关于蚂蚁的音乐活动吧！ 

（二）利用幼儿的经验进行铺垫 

在音乐活动开展之前，良好的经验铺垫会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带

来事半 功倍的效果。对于音乐律动活动而言，跟随音乐做声势律

动需要幼儿能够 做一些基本动作与模仿动作，听到音乐能够跟着

动起来是最初的经验体现。例如，歌曲《大象》中，大部分幼儿至

少是清楚大象的外形与构造的。大 象有四条腿，长鼻子，弯弯的

象牙等，这是幼儿已有的经验储备。在《小 蚂蚁》音乐活动前，

我与班上的幼儿组织了讨论活动。我们对小蚂蚁搬运 食物进行了

一系列的探究——蚂蚁的样子是怎样的？蚂蚁为什么要搬食物？

它们是怎么搬的？蚂蚁搬运食物的时候，是很少的蚂蚁还是很多

的？ 幼儿在讨论活动中探索答案，获得了良好的经验储备。除了

谈话活动，我们还组织了一起画小蚂蚁的绘画活动，幼儿们有了前

期观察蚂蚁的经验， 画出来的蚂蚁都形象生动，对蚂蚁的印象更

为深刻了，为往后的音乐活动进行做了一定的铺垫。 

（三）素材的准备 

作为新教师，要注意在选择素材上，应根据年龄特点去选择。

3-6 岁的幼儿正处于发展期，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特征也大不相

同。以小班幼儿为例，刚入园的幼儿正处于分离焦虑期，选择轻快

活泼、生动有趣的音乐歌曲，或是与幼儿兴趣关联较大的曲目，有

益于分散他们的焦虑情绪，在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下，初步带领幼

儿感知音乐的神奇魅力。在小班音乐活动中，教师可选择句式简短、

旋律简单、节奏清晰明显的歌曲进行教学； 将身体当作音乐伴奏

的乐器，让幼儿切身去感知、体验和理解音乐，表达音乐，切忌使

用“高控”、“指挥”等传统模式，动作的指导并非最重要的，而是

幼儿在过程中的体验。 

（四）适宜的教具、凭借物 

适宜的教具和凭借物能够辅助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帮助幼儿理

解学习内容，是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关键和保障。为此，在幼儿的

音乐律动教学中，使用适当的教具与凭借物来辅助教学是非常重要

的。 

（四）乐器 

根据年龄特征，小班幼儿可选择如沙蛋、串铃、小碰铃等易上

手的乐 器，中大班幼儿可加大操作难度，像铝片琴、卡把撒、非

洲鼓等。不同的 乐器音色能够刺激幼儿的听觉辨别发展，也能够

直观地吸引幼儿的好奇心 和学习兴趣，增强音乐活动的趣味性。

若有些乡镇或偏远地区的园所经费 有限，生活中的各种物品也可

以成为不错的凭借物。如小石头、易拉罐、 废弃的小奶锅、不锈

钢筷子也能摇身一变成为打击乐器，使幼儿在学习时，能用最熟悉

的物品学习到新的知识，让幼儿对游戏有更深刻的了解，又能在熟

悉的器具中感悟到音乐的魅力。 

（五）头饰 

好的教具会辅助这堂课更加顺利进行。我认为好的教具不在多

昂贵、 多精美，适合和必要性才是需要考虑的方向。形象生动的

小蚂蚁头饰，戴 上它就是一只可爱的小蚂蚁。蚂蚁头饰的大小，

应作为可调节长短，采用 子母魔术贴固定，要突出冰淇淋“大”

的同时，需要兼顾幼儿模仿“抬起” 动作时，一人抬起并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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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显吃力，而多人抬起时，又要确保每位幼 儿都有抬的位置。在

小班阶段，幼儿对头饰的兴趣度极高，兴趣度高了， 参与度也会

跟着高起来，对幼儿的学习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六）其他 

此外，为幼儿游戏创造足够的想象空间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小

蚂蚁》一课中，教师提前为幼儿准备了冰淇淋模型，颜色鲜艳的手

工冰淇淋，采 用超轻黏土制作极为仿真，在冰淇淋的表面“撒”

上了一些玉米粒制成的 “糖珠”和巧克力屑，小朋友看到了也很

想闻一闻，摸一摸。 

二、活动组织 

（一）创设情境，代入情绪 

在幼儿园活动中，常用游戏来调动幼儿的学习热情。游戏是幼

儿的天 性，在游戏情境中自然地学习与玩耍，不仅有利于促进幼

儿的智力发展， 其身体也得到了相对的锻炼。根据所选教材的情

感基调，创设相应的情境。在活动导入部分，通过创设游戏化的教

学情境，能够促进幼儿激发本能， 发挥游戏化的最大价值。以《小

蚂蚁》的导入部分为例，教师带领幼儿唱起熟悉的儿歌《开火车》，

幼儿们小手搭肩，缓缓“驶”入。“小朋友们， 我们的火车到站了，

今天抵达的是森林王国站，请大家有序排队下车，找 到自己的椅

子坐下。”利用律动调动课堂气氛，再根据活动内容设置相关的故

事情节，“我们一起去看看，森林王国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吧……”让幼儿至始至终处身于教师创造的故事游戏中，通过由浅

入深的引导，是 为幼儿带来良好的音乐体验开始。 

(三）重难点过程设计 

在教学过程中，解决重难点是获得关键经验的前提。教师可根

据音乐教学内容为学生讲解相关的故事，通过故事激发幼儿兴趣，

也可引导幼儿选择故事中的角色进行扮演，并通过共同合作将故事

情节演绎出来 1。在扮演的过程中，是幼儿在不断熟悉音乐、动作

的过程，也在一遍又一遍的熟悉当中，体会音乐的律动美。在《小

蚂蚁》音乐活动中，幼儿们戴上头饰扮演蚂蚁，模仿蚂蚁走路，一

步一步穿越森林，发现了大冰淇淋后召唤同伴一起来搬走，幼儿们

在这样的游戏中熟悉音乐，在重拍抬起脚，有节奏的模仿蚂蚁行走，

在无形中掌握了 2/4 拍强弱规律。需要注意的是，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除了要达到“教无痕”，还要注意到游戏过程中难以融入的幼

儿。有些幼儿难以完成角色转换，对教师创设的情境与角色虽感兴

趣， 但无法做到真正融入，会表现出胆怯、紧张等状态。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适当的采用心理战略，给予幼儿正面鼓励，

让幼儿大胆地参与活动，尝试进行角色转换，直到适应游戏角色，

提升师幼互动频率与游戏活动参与性。 

三、多媒体手段的运用 

（一）自主创编，尝试创新 

在选材上，新教师可根据本班幼儿的兴趣点或开展的主题课

程，创编相应 的儿歌。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师的音乐素养，在教

师不断思考钻研的同时 也促使教师静下心关注幼儿，了解幼儿需

求，形成有效的师幼互动。以《小蚂蚁》为例，笔者在作词方面设

计极为简单，传统的四句二段式，歌词情 境为小蚂蚁想要抬走冰

淇淋，可怜自己没有力气，于是招来更多蚂蚁一起 抬走冰淇淋。

在追求押韵的同时，也体现出歌曲所要体现的团结、人多力 量大

的价值观。作曲方面，采用 2/4 拍，三度级进，重复主旋律，配器

则采用 IPhone 自带软件“库乐队”，加入弦乐和弦作为底色，吉他

分解和弦丰富色彩，贝斯通贯低音持续进行，旋律空拍处加入口风

琴音色加花，活 泼欢快的曲风对小班幼儿也极为合适。这节小班

音乐教学活动在平湖街道 第一期公办幼儿园开放交流活动中展

示，得到了教办幼教专干教师的认可。 

（二）实用 APP 介绍 

在伴奏部分，由于幼儿的发展水平较低，无法达到语言流畅、

吐字清 晰，教师应选取带有伴唱的高质量伴奏，尽可能地避免播

放有广告提示音 的伴奏，必要时可利用剪辑软件（如 PC 端的

CoolEdit、格式工厂，手机客户端的小影、剪映等）将无关信息剪辑。

在韵律动作编配方面，应简单、有互动性，动作应与所选曲目的歌

词相关（如《小蚂蚁》中，歌词为“它 想抬走冰淇淋”所涉及的

韵律动作则是双手作托举状，向上抬起），同时也应注意所选曲目

的拍号特征，将动作卡至正拍上（《小蚂蚁》为 2/4 拍节奏，常规

的强弱规律，动作设计则为一小节做两次）。 

如今是信息获取十分方便、迅速的网络时代，学会借助多媒体

资源，利用 一些软件进行音乐创编，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也可以在选取教学 内容方面更自由和灵活，可根据本班幼儿的兴

趣 点 去 创 作 ， 及 时 满 足 幼 儿  的 好 奇 心 。 如 “ 库 乐 队 ”、

“AdobeAudition”、“西贝柳斯”、“Overtrue ” 等，可以实现多音轨

混合，还有丰富的乐器音色供以使用，如钢琴、吉他、管弦乐、架

子鼓、马林巴等，在幼儿歌曲的配器使用上是十分足够的。 

新时代的教师，也应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利用多媒体为媒介，

将所见所学进行梳理内化，继而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运用到实

践工作中去。总之，一节有质量的音乐活动，是新老教师都需要为

此去用心构思、设计的。新教师需要在构思设计之前，清楚班级幼

儿的兴趣、发展水平等， 做到倾听儿童、了解儿童、尊重儿童，

教学思维开阔，大胆创新尝试，借 助周边资源，向骨干教师请教，

学会利用网络资源，让幼儿在音乐活动中 感受美、表现美、创造

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教师应当努力提高自身 艺术素养，创

设愉悦的教学环境，关注幼儿的身心发展，为幼儿带来“美” 的

音乐体验，为幼儿创造一片自由快乐的天空。 

参考文献： 

[1]刘天军.如何上好幼儿园音乐课之我见[J].艺术大

观,2020(09):75-76. 

[2]覃志彦. 浅谈幼儿园音乐游戏的教法改革与教具使用[A]. 

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智能学习与创新研究工作委员会.2019 教

育信息化与教育技术创新学术研讨会（贵阳会场） 论文集[C].

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智能学习与创新研究工作委员会:重庆市鼎

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9:2. 

[3]阮思蓉. 新疆“双语”幼儿园音乐课程游戏化研究[D].

四川师范大学,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