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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视域下幼儿园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李月颖  何孟霏 

（山东协和学院人文艺术与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9） 

摘要：以美育为目的的音乐教学活动能够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帮助幼儿陶冶高尚情操，对于国家及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

义。而幼儿教师作为开展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主导角色，应充分利用音乐艺术引导幼儿得到美学体验。因此，如何推动幼儿教师

正确地将美育融入到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幼儿教师教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目标、活动组织、活动实施、活动评价四方面，

对美育视域下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现状做出了探究，进而提出了在音乐教学活动目标中体现美育元素、改变音乐教学活动组织形

式单一化倾向、避免偏重技能的音乐教学模式、从美育各环节出发评价幼儿音乐活动表现等相应对策，从而推动以美育为目的的幼

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发展，为将美育融入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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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育视域下幼儿园音乐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活动目标重技能而轻美育 

 
图 1  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设计侧重点调查 

如图 1 所示，大部分幼儿教师在设计音乐教学活动时更加侧重

于教唱环节，约占总调查人数的 26.36%，与其数量相仿，有 24.03%

的幼儿教师在设计音乐教学活动时更加侧重于引导环节；其次是游

戏环节与表演环节，分别占 21.71%与 17.05%，而在设计音乐教学

活动时更加侧重于音乐欣赏环节的幼儿教师最少，仅占总人数的

10.85%。 

由此可知，当前幼儿教师在设计音乐教学活动中，首要考虑的

是如何更好地引导幼儿进入活动状态，以及如何更好地开展教唱活

动，大部分教师不会将音乐欣赏环节作为活动设计的重点，因而幼

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仍停留在重技能而轻美育的层面上。 

（二）活动组织形式常规且单一 

 
图 2 幼儿教师主要采用的音乐教学活动组织形式调查 

如图 2 所示，有 41.09%的幼儿教师将常规性音乐活动视为首要

选择的音乐教学活动组织形式，而其余选取主题性音乐活动、活动

区音乐活动、单元性音乐活动的幼儿教师所占比例则相差不多。 

由此可见，幼儿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仍将常规性音乐教学组织形

式列为首选，对于根据幼儿审美兴趣所确定主题、能够有效发展幼

儿审美情趣的主题性音乐活动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活动组织形

式较为单一。  

（三）活动实施重心为技能教学 

根据“幼儿教师在实际音乐教学活动中侧重点”调查数据可知，

37.98%的幼儿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将更多的教学时长用于教唱

环节，其次则是引导环节与游戏环节，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 24.03%

和 23.26%，有 12.4%的幼儿教师表示自己在实际音乐教学活动中更

加侧重于表演环节，而仅仅有 2.33%的幼儿教师表示自己会将欣赏

环节视为实际音乐教学活动的重心。由此可见，当前幼儿教师对于

音乐教学活动仍停留在“教师教唱、幼儿学唱”的重技能阶段，将

活动的重心放于技巧教学上，更加注重培养幼儿的歌唱能力和音乐

技巧，而较为忽视欣赏环节。 

（四）活动评价侧重于技巧评价 

依据“幼儿教师评价幼儿音乐活动表现频率”调查结果可知，

幼儿教师评价幼儿音乐活动表现频率 38.76%的幼儿教师能够经常

评价幼儿音乐活动表现，其次有 20.93%的幼儿教师偶尔才会评价幼

儿音乐活动表现，这表示幼儿教师对于幼儿音乐活动表现评价的频

率还需要增加。 

 
图 3  幼儿教师评价幼儿歌唱活动侧重点调查 

如图 3 所示， 32.56%的幼儿教师将音准节奏纳入评价幼儿歌

唱活动时首要考虑的因素，24.03%的幼儿教师则认为发音吐字是评

价幼儿歌唱活动的侧重点，重视评价幼儿艺术感知、想象创编能力

的幼儿教师则较少。 

根据“幼儿教师评价幼儿韵律活动侧重点”调查数据可知，

37.04%的幼儿教师在评价幼儿韵律活动时会首先考虑幼儿的肢体

协调因素；其次有 27.78%的幼儿教师将律动优美纳入评价幼儿韵律

活动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占总调查人数 18.52%的幼儿教师会首要评

价幼儿的情感表达能力；而选择重视评价幼儿艺术感知能力和想象

创编能力的幼儿教师占比相差不多，分别为 9.26%和 7.41%。 

依据“幼儿教师评价幼儿节奏乐活动侧重点”调查数据可知，

在评价幼儿节奏乐活动时，大多数幼儿教师会首要考虑幼儿的演奏

技巧，选择这一选项的幼儿教师占总调查人数的 32.41%，其次是合

奏整齐与情感表达，分别占调查人数的 25.93%和 20.37%，在评价

幼儿节奏乐活动时考虑幼儿艺术感知与想象创编能力的幼儿教师

则占比不高，分别为 14.81%与 6.48%。根据此组数据可知，42.64%

的幼儿教师将情感充沛纳入评价幼儿音乐欣赏活动时首要考虑的

因素，而仅有 10.85%的幼儿教师会首要考虑构思独创因素。 

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幼儿教师在评价幼儿音乐活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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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幼儿音乐技能的掌握程度作为首要评价因素，而重视评价幼儿

审美能力表现的幼儿教师则占比较低。 

二、将美育融入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策略 
（一）在音乐教学活动目标中体现美育元素 

首先，完善自身对于课程目标的认识。当前幼儿美育没有引起

幼儿教师的足够重视，归根结底是幼儿教师没有改变自身传统的音

乐教学观念。不少幼儿教师仍然认为音乐教学活动是为提升幼儿音

乐技能，使其成为未来的音乐家这一目的而服务的，这也从根本上

导致了幼儿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忽视美育这一现象的发生。因此，幼

儿园应加大对于幼儿教师的美育技能培养，组织幼儿教师参与以美

育为目的的音乐教学活动公开课、讲座等培训活动；幼儿教师也应

从自身做起，在接受系统的训练后，完善自身对于教学目标的认识，

积极阅读最新的美育新闻动态，以科学的理论、正确的思想指导自

己的实际教学工作。 

其次，将美育目标明确纳入活动目标设计中。活动目标是指导

活动实施的重中之重，也是一次成功的幼儿音乐教学活动的开端环

节，对于幼儿来说，“何为美、何为美学”，这一概念是非常抽象的，

因此就需要幼儿教师对美的元素进行细心的挑选与打磨，将其内现

于活动目标中，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儿美育的发展。幼儿教师在设计

活动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幼儿自身发展的美学需求，化抽象为具

体，将美育目标明确纳入活动目标设计之中，并争取用最容易理解

的语言向幼儿讲解美学，让幼儿能够听懂美、看见美、理解美。 

最后，重视对于美育环节的内容设计。在挑选活动内容时，不

少幼儿教师更加倾向于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融入德育、智育内容，更

加注重开发幼儿的艺术潜能，或是培养其道德意识与社会性的发

展，很多教师往往会忽略美育因素。因此，幼儿教师应当将美育元

素纳入活动内容设计的考量之中，以自然之美、社会之美、科学之

美、艺术之美作为活动内容导向，组织幼儿切实体会到我们生活环

境当中的各种美学元素。例如，幼儿教师可以用歌谣的形式向幼儿

展现数学科学中的图形之美，也可以带领幼儿到自然中演唱歌谣，

并发现自然中相应的图形，做到智育与美育共同融合于音乐教学之

中，而不是仍旧使用传统的教材，按照陈旧的教学曲目设计音乐教

学内容。 

（二）改变音乐教学活动组织形式单一化倾向 

首先，重视主题性音乐活动组织形式。幼儿教师在选择教学组

织形式时，应适当增加主题性音乐活动组织的比重，及时抓住生活

中的美育素材，围绕这一主题开展音乐教学活动，从而在音乐活动

的各个环节、方方面面都体现美育思想，使幼儿在音乐活动中潜移

默化地感受美育氛围熏陶，解决常规性音乐活动中“教师教唱，学

生跟唱”、将教学重心放在教唱环节的弊端。 

其次，在尊重幼儿主体性的基础上组织活动。幼儿是音乐活动

的主体，也是美育的主体，幼儿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活动组织时，

应首要考虑幼儿的主体地位，不以自身的意志控制幼儿天马行空的

想象，而是应该鼓励幼儿自由思考，感受自然之美、社会之美、科

学之美、艺术之美，鼓励其成为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主人，

幼儿教师不应以自己的想法限制音乐教学的内容，而是应该充分倾

听幼儿的美学表达，理解幼儿的美育需求，及时调整美育内容，做

到一切为了幼儿美的心灵的发展。 

最后，幼儿园也应将音乐教学活动重心放于美育环节，积极为

幼儿教师提供相应的多媒体、教学素材，如增加音乐教学器材、开

设音乐活动区角等方法，为幼儿教师使用多样化音乐教学活动组织

形式做好辅助，让教师在选取教学活动组织形式、教学方法时更有

余地。 

（三）避免偏重技能的音乐教学模式 

首先，增加音乐欣赏活动比重。幼儿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

应适当增加音乐欣赏活动的比重，改变歌唱活动占据音乐活动大部

分的现状，促使音乐教学由传统的学唱歌曲转变为感知艺术，让幼

儿在教师设计的音乐活动中提升艺术感知能力，充分感知教学曲目

所体现的美学氛围，用心灵理解歌词的含义，而不是单纯停留在理

解歌词的字面意思、学会歌曲的旋律这一层面上。只有让幼儿学会

发现歌曲中的美，才能使其得到美学享受，实现真正的美育。 

其次，增加美育环节时长比重。幼儿教师应适当增加欣赏环节、

创编环节等美育环节的时长，改变以教唱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教

师也不应单纯局限于在音乐欣赏环节体现美育思想，而是将美育渗

透到音乐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如在引导环节可以播放与活动内容

相关的自然白噪音，让幼儿在潺潺流水、风吹鸟鸣声中开启音乐活

动，充分发现大自然的美丽，同样也可以在游戏环节中融入美育元

素，尽量减少使用逐句演唱歌曲开火车、击鼓传花等比较单调的小

游戏，转而选择如歌曲创编接龙、唱诗词打节拍等音乐游戏，让幼

儿充分发挥想象力，提高其创造美的能力。 

最后，避免活动实施功利化倾向。上文提到，不少幼儿教师对

实施音乐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误区，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体现出一

定的功利化倾向。幼儿教师应加强美育技能的培养，完善自身对于

幼儿音乐教学的认识，保证自身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不以提高幼儿

艺术技能作为唯一导向，而是以促进幼儿感知自然艺术之美、身心

自由发展作为教学之重，将实践教学与美育目标紧密结合。 

（四）从美育各环节出发评价幼儿活动表现 

目前幼儿教师对于美育环节的认识非常片面且单一，大部分教

师将美育视为“用艺术的手法表达情感”，认为让幼儿学会用优美

的语言表达充沛的情感就是美育，全然忽视了创造美这一环节。因

此，幼儿教师在评价幼儿音乐活动表现时，不仅要注重评价幼儿是

否感情充沛、有较强的艺术感知能力，同样也要注重评价幼儿能否

自主、自觉、自由的围绕音乐展开联想与想象，尊重幼儿的主体性，

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做到引导而不干涉，将幼儿视为想象

的主人，推动其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三方面能力综合发展。 

总之，幼儿教师应注重生活、工作环境中的美育素材，在生活

中挖掘美育元素，抓住日常美育素材的时效性，及时开展美育活动，

并注重体现美育活动的特色性与趣味性，从而增强幼儿的活动兴

趣。使幼儿在趣味性极强的音乐活动中自觉发现美、感受美、创造

美，使其真正通过音乐教学，促进美感发展，从而达到心灵上的升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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