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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野下幼儿园音乐教育的现状研究 
巩玥 

（东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摘要：音乐教育在幼儿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幼儿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核心素
养的视野下，如何正确认识幼儿音乐教育的现状，反思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有效的改进策略，成为当前幼儿音乐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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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tus quo of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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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usic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literacy，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music education，reflect on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 effectiv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children's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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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20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前教育阶段
开展适合幼儿身心特点的艺术游戏活动。构建大中小幼相衔接的美
育课程体系.......学前教育阶段培养幼儿拥有美好、善良心灵和懂得
珍惜美好事物[1]。两办美育文件的提出，为幼儿音乐教育提出了明确
的发展方向。 

2022 年 4 月 22 日，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版）颁布，
提出核心素养是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幼儿通过课程学习逐
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艺术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审美感知、艺术
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等[2]。国家对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提出
了具体的核心素养，对于学前艺术教育来说，这无疑是个重要的目标，
幼儿园的音乐教育也要围绕着核心素养来培养幼儿的艺术素养。 

当前我国幼儿园音乐教育的现状如何，教师的音乐教育理念是
否遵循着核心素养的要求，幼儿是否喜欢音乐活动，音乐活动采取
的是否是游戏化的形式。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笔者深入到 J 省 C 市
的 6 所幼儿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J 省 C 市 6 所幼儿园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

法，按照幼儿园的办园类型（公办园、民办园），选取公办园 3 所，
民办园 3 所，并选取以上幼儿园的教师作为本次调查研究的对象。 

2.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本研究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向 6 所幼儿园教

师发放问卷 115 份，回收 115 份，有效率为 100%。主要考察幼儿园
音乐教育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师的音乐素养，即幼
儿园音乐知识水平；（2）教师的音乐教育观念，即教师对开展幼儿
园音乐教育的认识程度，目前幼儿园音乐活动的权重是多少；（3）
音乐活动的过程，即教师在幼儿园如何开展音乐活动，目标、内容
和教学方法；（4）音乐教育评价。幼儿园音乐教育采用何种评价方
式。 

评价目标是否明确。 
访谈法。为了进一步了解幼儿园音乐教育的情况，本研究选取

了 12 位教师作为访谈对象，分别为幼儿园的教研组长和一位主班教
师，访谈内容从以上四个维度展开深入访谈，进一步了解幼儿园音
乐教育的现状。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教师音乐素养有待提高 
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幼儿园教师中，专业音乐院

校毕业的老师占 7.2%，其余老师均为学前教育专业。其中喜欢音乐

并擅长音乐教学的教师占 23.3%，不擅长或者比较擅长的教师占
62.2%，其余的老师则表示非常不擅长音乐教学。其中公立幼儿园比
私立幼 儿园的情况略好，但二者未达到显著性差异，表明当前幼儿
园教师的音乐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在具体的音乐业务能力方面，从调查中可知，15.7%的教师表示
非常了解音乐知识，52.3%的教师表示比较了解，还有 29%的教师不
太清楚。教师钢琴即兴伴奏和即兴创作方面，只有 13.4%的教师能
很好的掌握这方面的音乐技巧，86.6%的教师能力不足。73.2%的教
师表示自己音乐鉴赏能力比较欠缺，需要进一步提升。 

在对教师进行进一步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在
上学期间，音乐类课程普遍比较少，有的老师只学过一学期乐理、
一学期钢琴和一学期弹唱课，对于音乐知识的了解都是皮毛，知之
甚少并不能深入，对于音乐教育的理论及相关理念更是全然不知。
这就使得幼儿园教师音乐素养普遍不尽人意，且开展音乐活动形式
单一。由此可见，幼儿教师的音乐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 

（二）音乐教育理念缺乏更新 
调查中，92.3%以上的教师认为在幼儿园开展音乐教育是必要

的，也有 7.7%的老师认为幼儿园要开展艺术领域的课程，但不一定
非要开展音乐活动课程，美术、舞蹈、戏剧等等都属于艺术领域课
程。在问到开展幼儿园音乐教育的理念依据时，94.3%的老师认为幼
儿园音乐活动应遵循《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的要求，只有 6.7%的教师关注幼儿的基本素养，认为
幼儿园的音乐教育应遵循基本素养的要求，培养幼儿的审美感知、
艺术表达、文化理解和创作实践。 

（三）音乐教学活动现状 
1.音乐教学活动目标不明晰 
与 90 年代幼儿园音乐教育重知识和技能训练不同，目前幼儿园

音乐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幼儿感受美、欣赏美和表现美的能力，培养
幼儿的音乐兴趣。虽然我们的教育理念有所转变，但却陷入了另一
个误区，不再关注音乐知识和技能的训练。 

表 1  幼儿园教师音乐教学活动目标 

提高幼儿感受美、欣赏美、表现
美的能力 

音乐知识和技能
的训练 

提高幼儿音乐
兴趣 

其
他

82.4% 5.5% 12.1% 0%

从调查可知，由于教师音乐教学活动目标的转变，使得当前幼
儿园音乐活动不再关注音乐知识和技能，整堂课过于松散，教学目
标不明确，幼儿并不能在音乐活动中感受到音乐的美，以歌唱活动
为例，孩子要么用发音不清，要么用毫无感情的声音唱歌。有时老
师请他们大点声唱，他们就大声喊叫，甚至有毫无音乐的声音演唱；
教师让孩子们小声唱歌，他们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唱歌时也毫无
节奏的变化，更不用说调性、滑音、渐强、弱化、技巧和情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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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变化。另外，在日常的音乐教学中，教师很少深入相关的音乐
知识，所以教学只能是表面的，不能真正起到作用。孩子们跟着老
师唱唱跳跳，并未感受到什么是美的音乐。 

2.音乐教学过程单调，教学方式老套 
表 2  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内容 

歌唱活动 韵律活动 打击乐活动 欣赏活动 

75.2% 50.3% 42.9% 10.7% 

幼儿园音乐活动的内容通常包括歌唱活动、韵律活动、打击乐
活动和欣赏活动四大类，有个别公办幼儿园会有专门的奥尔夫音乐
老师为幼儿上音乐课，但活动内容多以韵律活动为主。从访谈得知，
幼儿园音乐活动依旧采用导入、学新、联系、游戏的方式。 

教师 B：我们的打击乐活动通常是先听两遍音乐，然后让幼儿
徒手拍节奏，熟练后再发放乐器进行演奏，中班幼儿通常两个声部
能完成好就不错了。 

教师 C：音乐游戏也有，完成教学任务后会玩游戏，游戏会根
据教学内容进行。 

教师 F：游戏贯穿整个教学内容的时候比较少，很难设计这样
的教学活动，通常都是插入式游戏。 

通过以上调查内容可见，幼儿园音乐活动开展的形式缺乏创新，
很少自己开发音乐游戏，也并未将音乐活动游戏化，在游戏的过程
中培养幼儿的核心素养。 

（四）音乐教育评价方式单一 
在音乐教学活动中，80.2%的教师会对中大班的幼儿采用教师评

价和幼儿自评相结合的方式，13.6%的教师会采用幼儿自评和互评的
方式。评价的内容多为唱得好不好、表演得好不好、好在哪里等方
面展开。 

教师 E：评价方式可能更多的是交流、研讨、公开课和观摩课。 
教师 A：配班老师或生活老师在活动结束后会一起相互讨论这

个活动哪里合不合适，相 
互辅导、共同成长。如果是一个观摩互动，有很多的团队，或

专业的指导老师，我们的副院 
长平日里就会随机听课，看教师上课的情况对活动进行一个评

价。还有，每个领域都一个组 
别，做这个研究。现在还有最重要的教学展示课，艺术领域的

展示课。 

四、核心素养视野下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实施建议 
1.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更新教育理念 
核心素养视野下的幼儿园音乐教育，应立足于幼儿音乐核心素

养的发展，深入理解核心素养的内涵，将幼儿艺术核心素养的发展
与幼儿的身心发展紧密结合，从审美感知入手，培养幼儿的感受和
欣赏、表现和创造美的能力。幼儿园应将《指南》的理念与核心素
养有机结合，构建科学的文化教育基本观念，以审美为导向，以兴
趣爱好为驱动，以幼儿全面发展为目标开展幼儿园音乐教育，培养
孩子的审美感知能力、艺术表达能力， 

创意实践能力。 
2.提高教师音乐素养，提升音乐教育质量 
幼儿教师自身的音乐修养影响着幼儿音乐教育水平的发展。教

师能否把握音乐作品的情感表达与内在价值，影响到幼儿是否能正
确的理解音乐作品的情感和思想。所以，除了学前教育的理论知识，
教师要学习掌握基础的音乐相关理论知识、加强音乐技能学习。幼
儿园教师也需要在日常中注意塑造音乐的美，提高自身的音乐审美。
幼儿园教师要多听国内外古典音乐艺术作品，通过对作品文化内涵、
时代背景、音乐节奏、旋律、曲式的分析，实现情感的深度升华和
文化思维；更多地接触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对学前教师的音乐
教育活动很有用。 

此外，幼儿园应该经常组织音乐教学的相关培训，可以请业界
的专家将最新的教育理念分享给老师，也可以组织教师共同研讨学
习。通过定期举办培训会，使幼儿园教师获得更先进、更专业的音
乐专业知识，教师音乐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师的音
乐修养，也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 

3.将音乐活动游戏化，培养幼儿的艺术核心素养 

音乐活动游戏化是要将幼儿、音乐与游戏的有机融合，倡导的
是幼儿主体体验的游戏方式，其快乐来源于幼儿在游戏化音乐活动
中得到快乐的同时还能感受音乐的美、创造美的音乐和表现。核心
素养是其终极目标。 

首先，教师需改变之前的教学目标过于短视的问题，对于幼儿
音乐活动教学要从幼儿的长远发展、幼儿的艺术核心素养培养为目
标开展音乐活动，让幼儿充分发挥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音乐游戏
中给幼儿充分的空间随意发挥，让幼儿在美好的音乐中，在快乐的
游戏感受和表现音乐。 

其次，可以将图谱教学融入音乐游戏中。音乐是一门抽象的艺
术，如果能与美术活动相结合，将抽象的音乐具体化，生动化，图
像化，音乐便可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图谱的利用可以是教师提前准
备，也可以在音乐游戏中让幼儿自主绘画，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 

另外，在音乐游戏活动中，可以将奥尔夫乐器融入其中。音乐
游戏可以综合运用朗读、语音等奥尔夫音乐教育学手段，将其他领
域教学活动中抽象的概念和知识转化为简单、好玩的肢体语言。孩
子在不同乐器演奏中获得经验、认知、思考以及学习素质的培养。
当音乐元素融入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学时，乐器可以成为活动的重要
支持。它有助于将抽象的音乐符号转化为视觉图形，从而促进幼儿
认知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基于多感官渠道培养儿童音乐能力，培养
幼儿的艺术核心素养。 

4.以核心素养为抓手，采用多种评价方式 
评价方式的多样化是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发展方向，是幼儿艺术

核心素养培养的需要。在评价过程中，可以根据音乐活动的教育目
标选择多种评价方法。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目标选择成熟的评价
方法或信息收集技术；另一方面，教师能够独立开发教学所需的方
法和评估工具，了解幼儿的水平。 

基于音乐活动的实践性，充分发挥表现性评价、过程性评价、
描述性评价、发展性评价等评价方式对幼儿园艺术核心素养发展的
促进作用。音乐活动不仅是一种技能的训练，而且重视幼儿的体验。
幼儿园音乐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已有经验及教学内容的按照，让幼
儿在相对真实的情境中，通过完成一个个具体的表现性任务达到相
应的素养目标，教师可以通过提前与幼儿共同制定的评分标准对幼
儿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表现及结果进行打分。例如教师可以借助
“xxx 音乐会”等备受幼儿喜爱的形式来开展幼儿音乐教学活动评
价。音乐会需要所有幼儿的参与。通过集体表演的形式，培养幼儿
的团结协作能力。通过这种评价表的应用，幼儿能够用审美的眼光
来评价他人的表现，将其对音乐的理解充分表现出来。此种形式不
仅能促进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还能鼓励其大胆的表现和创造，
更好地培养幼儿的艺术核心素养。 

结语 
音乐教育是幼儿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核心素养养成的关

键环节。当前幼儿园音乐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幼儿教师音乐素养偏
低，职前教育对于教师音乐素质培养的忽视，幼儿园音乐教育的浅
表化等等问题都使得幼儿园音乐教育未能蓬勃发展。期待学前教育
界相关人士能从职前教育到职后培养再到定期培训，各个环节都能
对幼儿的音乐教育提起重视，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喜欢音乐、热爱音
乐，以音乐为伴，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
用美好的音乐拥抱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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