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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音乐欣赏教学中如何促进师幼互动 
罗金招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城厢中心幼儿园  福建  龙岩  364300） 

摘要：艺术教育活动往往需要教师和幼儿之间有效地互动，而且师幼互动本身就是一个双向过程，需要幼儿的主动参与，也需

要教师在互动中的反思。在中班音乐教学活动中音乐欣赏是重要的内容，那么如何借助师幼互动实现音乐欣赏教学质量提升是目前

教师需要探索的重要内容。本文就中班音乐欣赏教学中师幼互动的促进策略进行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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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音乐欣赏活动主要是让幼儿去聆听音乐作品，在聆听中

感受和理解音乐，并且完成对音乐初步的鉴赏。在幼儿园的音乐教

学活动中为了提升音乐鉴赏教学的效果，教师可以借助师幼之间的

有效互动来实现，有效地激发幼儿参与音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让幼儿对音乐产生好感，主动去完成音乐作品的赏析。目前中

班音乐欣赏教学中师幼互动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此我们针对

如何更好地实现师幼互动进行分析与探索。 

一、师幼互动的意义 

在中班音乐欣赏的教学中，幼儿音乐欣赏活动是幼儿通过聆听

音乐作品进行感受、理解和初步鉴赏的一种音乐审美活动，是幼儿

园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而良好的师幼互动，不仅只是教师与幼儿

之间的关系和谐，还意味着教师与幼儿之间的经验、认知、情感等

方面的分享，它可以在音乐欣赏活动中丰富幼儿对音乐的感受，调

动幼儿的主动参与性、自主学习性和自由表达性，从而使幼儿喜欢

并爱上音乐欣赏活动、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欣赏能力，从而提高了幼

儿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和表现力。 

二、中班音乐欣赏教学中促进师幼互动的策略 

1、坚持双主体原则，培养幼儿自主意识 

在教学活动中，幼儿和教师本身就是互动的关系，而且教学也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教师在实现师幼互动的过程应该坚持双主体

原则。在传统的幼儿教学中，教师往往占据着绝对的权威，所以导

致幼儿始终处于一个被动地学习状态之下，教师过于控制幼儿学习

行为，使得幼儿和教师之间无法建立良好的关系，彼此不能进行有

效的互动和沟通，无法调动幼儿和教师互动的积极性，那么教师设

计的一些教学环节在课堂中不能得到很好地运用，也就不能发挥出

欣赏课的价值和效果，不能让学生的学习习惯得到很好的培养。那

么作为幼儿教师必须要打破这种教学模式，改变在课堂中对学生绝

对的限制和束缚，要能尊重并且相信幼儿的能力，适当放手，让幼

儿自己尝试探索，应该努力培养幼儿的自主意识。鼓励幼儿自由的

去想象和创造，有效地激发幼儿自己去体验和感悟，引导幼儿表达

和创造。 

比如，在中班音乐欣赏《欢乐满山谷》中，这节课重点要培养

幼儿对音乐欣赏的兴趣，激发幼儿感知音乐美的情感，让幼儿可以

根据音乐节奏自由律动，培养幼儿表现美的情趣。在教学中教师准

备了各种动物头饰还有一些小动物的图片，授课中教师为幼儿播放

《欢乐满山谷》歌曲，然后发挥出幼儿主动性，让幼儿自己去聆听

音乐并且感知音乐中都传递了哪些小动物，然后幼儿说出一种小动

物，教师就出示一幅图片，让幼儿思考音乐中出现的第一个小客人，

让幼儿模仿动作，再一次说出第二个和第三个小客人。通过教师的

引导和问题设计，让幼儿主动聆听和欣赏音乐作品，培养幼儿对音

乐的感知能力，然后教师可以为幼儿设计一个和本节欣赏课相关的

游戏活动，让幼儿认真聆听音乐，教师喊到一种小动物，那么佩戴

这种小动物头饰的小朋友就要做出小动物对应的动作，比一比哪一

组模仿得最像。这样的课堂充满了互动性，幼儿积极参与到了互动

中，并且发挥出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获得了理想的授课效果。 

2、多元化欣赏教学，培养幼儿音乐感知力 

音乐本身就是抽象的，很多欣赏曲目内容比较模糊，但是幼儿

阶段他们的思维又是具体而形象的，所以教师在落实音乐欣赏活动

的时候要从整体出发，考虑幼儿实际的情况，结合幼儿缺乏的知识

经验和音乐经验落实教学互动，通过有效地互动培养幼儿对于音乐

语言的理解能力，同时让幼儿的音乐感知能力得到提升。教师要善

于采取多种方式和方法落实教学活动，争取让音乐的听说唱还有动

都可以结合起来，引导幼儿多体验和多感受，让幼儿在自由地互动

中去表现音乐，进而提升幼儿感知音乐的能力。比如教师为幼儿播

放音乐的时候可以让幼儿去想象和观察，实现从听觉到视觉的过

渡，营造出音乐的故事性，这样可以让幼儿更好地去理解音乐，同

时还可以达到培养他们想象力的效果。比如，开展音乐欣赏课《蝴

蝶找花》时，教师为幼儿播放《春天》这首曲目，然后让幼儿自己

想象歌曲的内容，让幼儿自己感受这首乐曲听上去的感觉，通过引

导幼儿自己去欣赏和想象来提升幼儿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在培养

幼儿音乐语言方面，还应该鼓励幼儿去进行语言的表达，引导幼儿

交流分享对于音乐的体验，促进幼儿音乐理解能力的提升。在音乐

欣赏《蝴蝶找花》的时候，幼儿教师就可以组织幼儿进行一个交流

讨论的活动，教师可以让幼儿欣赏乐曲，然后思考乐曲听起来的感

受，然后再次欣赏乐曲，讲述自己听出来的拍子，借助这样的活动

来培养幼儿对于音乐欣赏和感知的能力，提升授课的整体的效果。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为幼儿提供空间，多和幼儿进行交流和互

动，让幼儿去体验音乐，通过语言表达对于音乐的理解，让幼儿能

走进音乐的王国中感受音乐的魅力，全面的提升幼儿对于音乐的感

知能力，实现幼儿综合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提高中班音乐欣赏课的

质量和效果。 

3、开展肢体式表演，在互动中提高教学有效性 

教师在开展音乐欣赏课的时候要努力为幼儿创造一个展示自

己的平台，这样可以让幼儿在体验中更好的感受音乐，能对音乐有

更好的认知和理解，也可以提高幼儿的表现力。音乐欣赏不仅仅只

有单纯地对音乐的鉴赏，其中还涉及了对于音乐的创造，那么幼儿

教师就应该努力为幼儿创造一个自由的表达和创造的空间，让幼儿

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去体会和创作，这需要幼儿一些肢体动作

的参与和融合。比如，在开展中班音乐欣赏活动《狮王进行曲》时，

这节课要求可以借助故事以及图谱来让幼儿了解作品的结构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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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让幼儿感知音乐中的各种形象，借助身体动作对音乐进行表现，

享受音乐欣赏的过程。在活动中教师为幼儿准备活动道具，让幼儿

扮演一个个的小动物，伴随着音乐进行表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引

导幼儿更好的感知音乐，从而提升幼儿对音乐的感知能力。这种肢

体表演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课堂互动性，为幼儿增加互动的机

会，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又比如在学习《小兔子乖乖》一课时，教

师可以让幼儿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体会歌曲的学习趣味性。通过

分段欣赏和分段的角色表演让幼儿体会小动物的状态，在音乐聆听

中提升幼儿的感知能力，提高幼儿和教师的互动性，在互动中更有

效地落实音乐鉴赏活动。 

4、互动中注重个别指导，提高幼儿综合能力 

教师在落实教学活动的时候要考虑到幼儿的针对性，要能根据

幼儿的特点落实个性化教学，而且教师对幼儿的个别指导也可以很

好地为教师和幼儿互动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在落实教学活动的时

候，教师一定要注意考虑到不同幼儿情况，为他们选择适合他们的

游戏活动，开阔幼儿的眼界，让幼儿的音乐鉴赏能力得到提升。比

如幼儿音乐感知能力较弱，那么教师在落实鉴赏教学的时候就需要

针对这样的幼儿进行一些提示，帮助幼儿树立对音乐鉴赏的自信心

和动力，让幼儿的能力得到有效地提升和发展，实现教师和幼儿之

间更好的互动和沟通，提升幼儿的综合能力。 

5、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激发幼儿音乐学习兴趣 

传统教学中主要以教师传授专业知识、幼儿接受知识为目标，

是教师为主，幼儿为辅的一种拘束的教学方式，它阻碍了幼儿的自

主性学习，使幼儿无法与教师进行平等的交流。而师生互动是一个

双向建构的过程，是以培养幼儿的兴趣为主要目标，不仅能让幼儿

感受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还能让幼儿音乐学习中感受到生活的新鲜

感、音乐的艺术美，从而自主地学习和发展。因此使教师能够更加

走近幼儿的心灵，了解幼儿的情感，在与幼儿的相互交流中要更加

真实、自然。首先，教师要给幼儿足够的空间感，让幼儿自由地创

造。这时教师可以选用问题教学法、开放式教学法等先进教学方法

来进行音乐教学，如采用音乐游戏、歌舞表演等多种教学手段，用

以吸引幼儿的好奇心，在好奇心驱使下幼儿会形成主动性去积极探

求。其次，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一方面可以开放音乐角，

为幼儿提供了各种各样能发出声音的玩具、乐器等材料，随时向幼

儿开放，尽情让幼儿游戏，让幼儿自由探索，自由玩耍，从而为幼

儿创设一个音乐小天地；另一方面可以运用多媒体，将各种教学信

息以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的形式展示给幼儿，能快速吸引幼儿

的注意力。如，中班幼儿在欣赏《小毛炉》的视频中，音乐速度的

变化，声与景互相交融，直观地感受音乐形象。通过这两方面，都

可以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从而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在

这过程中把教学内容演绎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使幼儿陶醉于音乐

之中，既可以提高音乐教学效果，又使幼儿更直接、更容易受到艺

术感染和激励，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格。 

6、塑造音乐形象，引导观察、启发想象 

音乐本身是一整套表达情感的音乐体系。对于中班幼儿来讲要

从音乐形象入手，借助音乐形象，解读音乐作品，促进幼儿理解能

力、想象力的发展。例如，在中班幼儿欣赏《八只小狗抬花轿》时，

这是一首表演性极强的歌曲，在欣赏中，教师可以让幼儿一边看课

件一边就画面内容展开想象并讲述，动有趣的画面加上讲解，创设

了形声并茂的情景，幼儿产生浓厚的兴趣。讲的是八只小狗在抬花

轿，老虎坐在轿子上摇着扇子，然后一只小狗跌倒了，老虎生气地

踢了小狗一脚，小狗气得汪汪直叫，老虎却呼呼地睡着了，最后小

狗想了个办法，把抬轿子抬到了山腰上，数了个一二三，就把老虎

向上使劲一抛，扑通一声老虎摔倒了。这时，教师可以引导幼儿：

“如果这个故事被编成一首乐曲，那么可分为几段，每一段分别在

讲述什么情节？为什么？”由于有先前故事及画面的铺垫，幼儿很

快地理解了五段式的乐曲结构，歌词浅显易懂、形象生动、幽默风

趣，旋律欢快流畅，幼儿唱起来朗朗上口。这时师生间经过热烈的

讨论，选择事先准备好的各种表演小道具，小老虎头饰一个，小狗

头饰八个，然后结合故事内容，幼儿自由分工，随着音乐自由创作

表演。音乐欣赏活动的乐曲作品本是抽象而模糊的，而幼儿的思维

特点是具体形象的，因此在音乐欣赏活动中，教师要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将听、想、说、唱、动、等方式融合，塑造音乐形象，从而

进行多种形式的体验，经过引导观察、启发想象，让幼儿在与各种

教学手段的有效互动中自由表现音乐，从而提升幼儿感受音乐、理

解乐曲的能力。 

7、开放心态，营造轻松愉快的互动氛围 

音乐教育离不开教师和幼儿之间的有效互动，在音乐教学活动

在，教师与幼儿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感情特征，良好的师幼关系

对于幼儿安全感、自信心及其对事物的及积极探索态度的形成是必

不可少的良方。因此教师在与幼儿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要以一种开

放的心态接纳幼儿、欣赏幼儿、走进幼儿的内心世界，为幼儿营造

轻松愉快的氛围。例如，在音乐欣赏《粗心的小画家》时，教师让

幼儿把他们自己当作是个小画家，非常喜欢画画，有的画了一只四

条腿的螃蟹，有的画了一只尖嘴巴的鸭子，有的画圆耳朵的兔子，

还有的画了一匹没有尾巴的马，这时老师可以询问幼儿，“你们这

些小画家想象力好丰富啊，太棒了，现在谁能告诉老师小兔子的耳

朵是什么样的？”幼儿们互相看了看，一个小朋友站起来说“兔子

的耳朵是长长的”。老师可以继续说：“那以后你们在画画的时候是

不是要认真一点啊……”幼儿在愉快的氛围中自由地画着唱着。在

活动中，不管幼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音乐、表现音乐。教师都

应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它，再用一种幼儿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进

行教学，而不应仅用传统的“对不对，好不好”这一标准去衡量幼

儿。当教师学会用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幼儿时，就会发现一个充满

童趣的美妙世界，从而大大提高师幼互动质量。 

结语： 

总而言之，在幼儿教育活动中，音乐教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

容，作为幼儿教师必须要有意识地培养幼儿的音乐鉴赏能力，借助

鉴赏帮助塑造幼儿良好的音乐感知能力和音乐素养，提高幼儿艺术

修养，陶冶幼儿的情操。教师在落实鉴赏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和幼

儿更好的互动，通过有效地互动来提升课堂教学的效果，实现幼儿

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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