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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音乐教育在幼儿园生活活动中的渗透策略

陈丽　肖梦霞　罗秋萍 

广州市天河区天府幼儿园　广东广州　510630

摘　要：红色音乐教育是指通过音乐的形式将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传递给幼儿，培养幼儿爱国情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教

育手段。当前红色音乐教育在幼儿园生活活动中的渗透效果并不理想，存在红色音乐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活动频次不足、

形式单一以及幼儿主体地位被忽视等问题。研究通过系统分析所存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策略，以期提升红色音

乐教育在幼儿园生活活动中的渗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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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幼儿园开展红色音乐教育的价值与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

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

从娃娃抓起，着眼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做到润物无声，

遵循规律，注重落细落小落实、日常经常平常，推动爱国

主义教育融入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广

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红色教育的实施

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小学幼儿园红色教育，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幼儿园阶段，通过多种形

式开展红色教育，将红色教育内容融入课堂教学等。

音乐，作为幼儿认识世界，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其教

育价值不容忽视。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曾提出“音乐助

力儿童成长，应该让儿童生活在音乐之中”的观点，[2] 强

调了音乐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红色音乐不仅是中国革命

历史的见证，也是当代社会传承红色文化 , 培育时代新人的

重要手段。幼儿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之基，是爱国教育和

红色教育启蒙的重要时期。幼儿园的生活活动贯穿幼儿的

一日生活，涵盖入园、进餐、饮水、盥洗、如厕、睡眠、

离园等环节。[3] 基于 3-6 岁儿童主要“在游戏和日常生活

中进行学习”的特点，将红色音乐与幼儿生活教育相结合，

并渗透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不仅能够有效发挥红色音乐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独特价值，也是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品德教育和艺术素养培育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开展红色音乐教育是落实新时代

立德树人使命的重要教育手段。红色音乐教育集爱国主义

教育、品德教育和美育于一体，将红色音乐教育有机渗透

幼儿园的生活活动中，对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高综

合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2. 红色音乐教育在幼儿园生活活动中的渗透现状分析

2.1 红色音乐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低

将红色音乐教育融入幼儿园生活活动，对幼儿教师而

言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与考验，一方面要求教师自身对红色

文化要有较深刻的认知及对红色音乐作品有独到的见解，

另一方面还要具备根据幼儿年龄特点，选择适宜的红色音

乐教育素材，并将其合理、有效地渗透到幼儿生活活动中

的能力。然而，现阶段大部分教师在选择红色音乐素材时

利用效率低，往往缺乏深入的思考与筛选，存在“搜到什

么教什么”“什么热门学什么”的现象，对红色文化及音

乐作品的了解流于表面，并没有深入挖掘其中的教育价值

和深层含义，更没有根据红色音乐与幼儿生活活动的关联

性对资源进行梳理、分类等，使得红色音乐教育在幼儿生

活活动中的教育效果大打折扣。这一现状表明，教师对红

色音乐教育资源的整合和运用能力亟待提高。

2.2 红色音乐教育活动频次不足

通过对部分幼儿园教师的访谈了解到，尽管教师在日

常教学活动中会融入红色音乐教育，但频次相对较低，主

要集中在国庆节、建党节等重大红色节日之际开展相关教

育活动。这种时间跨度大、频次不足的教育安排，致使红

色音乐教育的整体效果并不显著，难以在幼儿心中留下深

刻印记。

一日生活皆课程。《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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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珍视游戏与生活的独特价值。[4] 然而，在频次有限的红色

音乐教育实践中，教师们往往过于侧重在学习活动中进行，

却忽视了幼儿生活环节所蕴含的教育潜力。红色音乐教育

未能充分渗透到幼儿的日常生活活动中，如入园、进餐、

睡眠等，这些看似普通的环节，实则都是进行红色音乐教育、

培养幼儿爱国情怀与高尚品德的重要时机。

2.3 红色音乐教育的渗透形式较单一

由于幼儿教师对组织和实施红色音乐教育活动的经验

尚浅，将红色音乐教育渗透到生活活动中的形式较为单一，

大多局限于“听一听”和“唱一唱”的传统模式。这种融

入方式未能深入挖掘幼儿生活环节的特性与红色音乐特质

的内在联系，致使两者之间的结合显得机械而生硬，形成

了音乐与活动相互脱节、“两张皮”的情况。长此以往，

幼儿不仅难以从中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也容易产生审美

或听觉上的疲劳，进而削弱了红色音乐教育的实际效果，

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2.4 红色音乐教育中幼儿主体地位被忽视

幼儿的主体地位，核心在于其在学习过程中展现的主

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然而，在当前的红色音乐教育活

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教师的主导性过于突出，而

幼儿的主体地位则相对被弱化。红色音乐的选择过程往往

由教师主导，教师多根据个人对音乐的理解或偏好来选择，

而非充分考量幼儿的兴趣、认知水平和情感需求，忽视了

幼儿的参与性和选择权。此外，红色音乐教育的实施形式

也大多遵循“教师带领，幼儿跟随”的模式，未能发挥幼

儿在其中的主体地位。这种单向传授的教学方式，未能有

效激发幼儿在红色音乐教育中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

导致幼儿难以深入理解和吸收红色音乐所蕴含的精神内涵

及艺术教育价值。

3. 红色艺术教育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的渗透策略

3.1 整合与梳理红色音乐教育资源，提高利用效率

红色音乐教育资源十分丰富，包括红色音频、视频、

影像、图书等，这些资源承载着红色文化中深厚的革命精

神内核和多元教育价值。针对红色音乐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不高的问题，首先要是加强教研，提升教师对红色文化内

涵及其音乐价值的理解，并进一步研讨幼儿生活活动各环

节的特点与教育潜力。当教师对红色音乐有了更为深刻的

理解，同时对红色音乐融入幼儿生活环节的价值具有科学

性认识后，便能充分利用各大网络媒介，广泛搜集素材，

选择适合 3-6 岁幼儿的认知特点与学习需求的红色教育资

源，并结合幼儿生活活动的各个环节的特点进行分类整理，

形成教学资料库。根据各个环节的特点，挑选不同节奏的

红色音乐作为生活活动的指令性音乐。如，在一日生活的

过渡环节中，可以选用节奏明快的红色音乐，引导幼儿进

行律动或手指游戏，以此减少幼儿的消极等待时间；在幼

儿户外活动前的整理队伍环节，可选用《强军战歌》作为

指令性音乐，其激昂的前奏和振奋人心的歌词能够让孩子

们快速地整理好队伍，并像小军人一样站得笔直，展现出

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2 常态化渗透红色音乐教育，增强教育成效

红色音乐教育在培育幼儿爱国情怀、提升艺术素养

以及塑造美好品德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仅仅将红

色音乐教育局限于特定的学习活动之中是远远不够的，应

该让幼儿在其整个一日生活中都能得到红色音乐教育的熏

陶，时刻感受红色音乐的力量和精神魅力。无论是否与特

定的节日相关联，都应当在日常生活中融入红色教育，珍

视幼儿生活的独特教育价值，将红色音乐渗透到幼儿的生

活活动中，提高红色音乐教育渗透频率。可充分利用幼儿

园的广播系统，将红色音乐贯穿于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

使其成为幼儿生活活动的常规配乐。如，在每日幼儿入园

环节，可以播放轻快活泼的红色爱国歌曲，幼儿或聆听或

轻声哼唱，随着红色乐曲的节奏开开心心地入园；将红色

歌曲作为午睡起床后的唤醒曲，让幼儿通过简单的手指游

戏或律动快速唤醒身体，潜移默化地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还能在无形中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萌发爱国爱党

的情怀。

3.3 丰富红色音乐教育在生活活动中的渗透形式

针对红色音乐教育渗透形式较单一的问题，需要教师

增强意识，不断思考和探索多样化的渗透形式，让幼儿通

过多感官、多元的渠道学习红色音乐，引领幼儿深入领略

红色音乐的精神底蕴与丰富内涵。在诸如盥洗、如厕等需

幼儿执行具体任务的生活环节，可以将红色音乐作为指令

性音乐融入，幼儿在此过程中通过聆听与跟唱的形式，既

完成了生活自理，又无形中接受了红色音乐的熏陶。在餐前、

离园前等过渡性时段，幼儿处于等候的状态，此时则可通

过歌唱、手指游戏或身体律动等渗透红色音乐。在餐后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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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环节中，可以引导幼儿边走边唱，或以红色音乐为背

景音乐进行简单的游戏活动，或到幼儿园的小舞台进行简

短的红色歌曲表演等。教师应充分发挥教育机智，将红色

音乐教育以不同形式巧妙融入生活活动各个环节，让幼儿

在持续、多样化的浸润式学习中，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常规，

提升艺术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坚定理想信念，激发深厚的

家国情怀。

3.4 提高幼儿在红色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在红色音乐教育活动中提高幼儿主体地位，首先，在

音乐素材选择上可以赋予幼儿一定的自主权。幼儿是活动

的主体，教师将红色音乐渗透到幼儿生活活动中应充分考

虑幼儿的感受和意见，可根据前期梳理的红色音乐教育资

源库，在一定范围内供幼儿进行讨论和选择。同时，积极

鼓励并引导幼儿分享选择的原因或情绪感体验，诸如：“你

为什么选择这个音乐？”“你觉得这首音乐给你带来了怎

样的感觉？”此类互动不仅促进了幼儿对红色音乐的深入

理解，还根据自己选择加强对音乐的记忆和兴趣并能在一

定程度上更加遵守生活活动的规则。其次，在音乐活动的

组织形式上，同样应赋予幼儿一定的自主权。确定红色音

乐素材后，进一步引导幼儿共同探讨某生活环节所选音乐

的运用方式，是聆听、歌唱、做手指游戏，还是身体律动，

亦或是这些形式的融合。幼儿在讨论与发表看法时，不仅

能对音乐的特性进行初步分析，还能对生活环节的特点进

行简单的描述，如：“这首歌的节奏感很强，很有力气。”“给

我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一听到这首音乐我站得很直，

像解放军叔叔一样踏步。”“我觉得放学用来排队就非常

合适。”这些反馈无疑彰显了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与积极

性。最后，还应赋予幼儿在其他方面的自由与自主权。随

着红色音乐教育的逐步渗透，幼儿对红色音乐的喜爱与熟

悉程度日益加深，对红色音乐逐渐有自己的看法，如，有

的孩子喜好《红星闪闪》，每天入园都要听到广播播放此曲，

否则便不愿进入校园；有的孩子在餐后环节主动与小伙伴

合唱《歌唱祖国》……面对幼儿在生活中自发产生的这些

活动，教师应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理解与尊重，确保红

色音乐教育真正融入幼儿的日常生活与心灵深处。

4. 结语

红色音乐教育融入幼儿园生活活动的实践探索道路漫

长且使命重大，还需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科

学的渗透路径，提高整合与运用红色音乐教育资源的能力，

常态化渗透红色音乐教育，丰富红色音乐教育在生活活动

中的渗透形式，提高幼儿在红色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

位等，通过红色音乐教育不断提高幼儿艺术素养，增强道

德品质和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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