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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黄梅戏在大班幼儿艺术领域教学中的实践探究 
◆张梦娜 

（安徽省合肥市中海原山幼儿园  安徽合肥  230001） 

 
摘要：当今时代，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国家对幼儿的素质教育给予

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对幼儿的教育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知识学习和理

解上，而要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将他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

能型人才。其中，艺术领域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幼儿的审美能力，进而帮

助幼儿提高对艺术的欣赏能力。黄梅戏的幼儿艺术领域教学中的重要内

容。本文将针对黄梅戏在大班幼儿艺术领域教学中的实践进行简要分析

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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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戏曲作为我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特

色，通过对戏曲的欣赏与学习，不仅能够使幼儿产生审美的感受，
还能激发幼儿的爱国情怀，提升民族自豪感。黄梅戏是众多戏曲
类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曲调婉转悠扬、悦耳动听。通过对
质朴生动的黄梅戏的欣赏、模仿与表演，有利于激发幼儿对戏曲
的兴趣，进而提升自身对艺术的感受与体验，在丰富了他们的幼
儿园生活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表现力和主动性。 

1 多层次欣赏，感受黄梅戏的魅力 
大班幼儿对于戏曲欣赏的过程具有连续性、阶段性和水平性的

特点，在进行戏曲欣赏的过程中，加入教师的有效指导能够帮助幼
儿对戏曲的欣赏上升到感性与理性水平。幼儿的性格活泼好动，几
乎任何事物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力。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幼儿的这一
表现特点，在幼儿园教学的过程中时刻引起他们的注意[1]。例如：
在教学活动或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吟唱黄梅戏，激发幼
儿对新事物的兴趣，并抓住他们的能力发展特点开展黄梅戏曲的
教学活动。幼儿时期对于学习处于模仿的阶段，此时，幼儿的能
力发展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教师可以借助多种教学手段，比如通
过颜色、形状和声音等方面进行教学活动，这样的形式要远比语
言更能够让幼儿所接受与掌握。大班幼儿在思维能力的发展上相
比中小班幼儿来说要更加成熟，此时，教师通过引导幼儿观看黄
梅戏的视频，帮助他们对黄梅戏的表演等相关知识进行了解，同
时加深对黄梅戏的理解，发现并感受黄梅戏的魅力。此外，黄梅
戏也是音乐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对经典黄梅戏视频的欣赏，能
够帮助培养幼儿的音乐记忆力，并提升对生活中各种音乐表演形
式的感知能力，提高他们对艺术的欣赏水平。 

2 通过模仿教学，加深戏曲印象 
大班幼儿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模仿能力，在黄梅戏教学过程

中，不能要求幼儿对戏曲知识产生特别深刻的理解和掌握。教师
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和目标，旨在培养幼儿对黄梅戏的
兴趣与他们的审美情趣。黄梅戏的曲调婉转悠扬、优美动听，但
幼儿在对黄梅戏欣赏与学习的过程中，对于戏曲中的生僻词句存
在理解与记忆上的困难。因此，教师可以将戏曲中的唱词部分改
为“啦”字来教幼儿进行曲调的哼唱，引导幼儿提高对黄梅戏曲
学习的兴趣，当他们能够将黄梅戏曲调大声哼唱出来时，就证明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自信心[2]。同时，教师应及时有
效的对幼儿进行鼓励与赞扬，强化幼儿的行为，使幼儿受到鼓舞
后，提升对黄梅戏的喜爱程度。黄梅戏的表演不仅仅停留在唱词
部分，还需要通过动作来表现人物的情感与内心体验，通过舞蹈
动作能够提升黄梅戏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幼儿对于成人的舞蹈动
作难以掌握，但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来自由编排舞蹈动
作，通过这些动作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以及对黄梅戏曲调和内
容的理解。演员通过自身的形体、思想和情感在舞台上的表演，
创造出属于他们的舞台艺术，表达出了他们所扮演人物的真情实
感。在幼儿的黄梅戏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移情思维方法，让幼
儿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进行充分的想象，进而有效体会到人
物的情感，并将自己与人物的情感进行融合，把握住人物角色的

个性特点，才能将黄梅戏的情感表达准确。 
3 多角度改唱，提高探索兴趣 
黄梅戏对于幼儿来说属于生活中并不常见的东西，他们在最

初接触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对于戏曲中的内容与情感感受与
体验不到位，使得黄梅戏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教师可以根据幼
儿当前的认知特点与能力水平对黄梅戏进行适当的改编，并在黄
梅戏的学习中加入游戏，以多种方式激发幼儿对黄梅戏的学习兴
趣[3]。同时，还可以利用图谱进行黄梅戏的学习，图谱是在幼儿
的音乐教学活动中较为常用的教学工具，它以视觉符号的方式将
音乐材料简单、形象化的表现出来。例如：在学习《谁料皇榜中
状元》这首曲子时，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进行哼唱练习后，引导幼
儿尝试用图谱进行填唱，进而有效提高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并
使幼儿对演唱的技巧进行更深层次的掌握。对于一些具有较强地
方特色的黄梅戏曲目，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尽量保留其原有的味
道，采用对唱游戏等方式引导幼儿融入戏曲中。 

4 多领域展示，提升表演能力 
大班幼儿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尤其热爱表演形

式的小游戏，而角色扮演的游戏更是他们自发组织的游戏形式之
一。在学习黄梅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以表演的形式，
将黄梅戏的曲调进行掌握，并以身体动作加入演唱的方式将戏曲
的韵味与情绪表达出来。幼儿表演的过程中完全根据戏曲的唱词
进行自由发挥，教师通过引导幼儿用动作表现演唱内容，锻炼了
他们思维的创造与发散能力，使幼儿在游戏形式的黄梅戏表演中
感受表演的乐趣，并对黄梅戏曲要表达的情感产生真切的感受。
同时，教师需要通过组织延伸活动对教学目标进行巩固和强化[4]。
在日常的表演活动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对经常哼唱的儿歌进行
填词演唱，进行帮助幼儿将在黄梅戏教学中习得的知识灵活运用
在其他学习中，提高了他们对知识活学活用的能力。此外，幼儿
园可以在组织正式的小型表演活动，让幼儿将在课堂上学习的黄
梅戏在舞台上表演出来，进而有效提高他们的表现力，增强他们
的自信心，同时让黄梅戏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开展幼儿艺术领域教学的过程中，通过

对黄梅戏的欣赏与学习，能够帮助幼儿对黄梅戏的相关知识进行
了解与掌握，拓展了他们的知识面，同时，还有利于他们对民族
艺术氛围产生深刻的感受和体验，进而提升他们的音乐能力以及
对艺术的感受与表现力。黄梅戏中渗透的民族精神还能够激发幼
儿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进而引导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
标，为中华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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