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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游戏化教学在大班音乐活动中的研究 
◆刘  珺 

（浙江省杭州市天水幼儿园  浙江杭州  310003） 

 
摘要：众所周知，小学生天生就具有“好玩”的特性，所以在幼儿园“游

戏”就成为了学生们的主导活动。进行游戏化教学，不仅有利于培养学

生某方面的素养，还有利于较好的开发学生的智力。以音乐游戏化教学

为例，由于其能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感知音乐，所以其更有利于使教学

活动充满趣味化，进而强化教学效果。为了更好的强化学生的音乐素养，

本文对“大班音乐活动中的游戏化教学”进行了深入探究。在其中，本

文首先从“音乐活动游戏化的重要性”入手，其次探究了“幼儿园音乐

教学的教学现状”，并针对现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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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游戏化教学与传统教学相比，由于其倡导“自由”和
“娱乐”，所以其能在较大程度上为学生营造一个充满趣味性的
课堂，即更有利于摆脱传统教学“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另外，
由于人们目前在全面倡导“素质教育”，所以人们需要在教学的
过程中注重迎合幼儿的身心特点，强化幼儿的参与性，赋予教学
活动一定的趣味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减弱幼儿对学习的排斥
感，进而提高教学效率。 

1 音乐活动游戏化的重要性 
1.1 有利于较好的完成“教学纲要”中的教学内容 
在幼儿园的相关教学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应当以游戏为主

导活动”。因为对幼儿而言，其天生就具有好玩的天性。并且其
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就是通过游戏。在游戏中，其不仅可以获取
相关知识，还可以在体验的过程中获取游戏精神。以音乐教学中
的游戏化教学为例，教育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合理运用“游戏与教
学有机结合”的方式，不仅有利于强化课堂的趣味性，还有利于
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获取相应知识。 

1.2 有利于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 
对幼儿时期的学生们而言，这一时期，其无论是在生理上还

是在心理上都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如若教育者想要提高教学效
率，则需要迎合他们的身体特征才可。比如说，在开展音乐教育
的过程中，多开展一些游戏化的音乐活动，让学生们自动参与到
教学活动当中。另外，由于音乐本身就是门具备艺术特色的课程，
如果教育者能够对其加以利用，必定能较好的培养出幼儿的创造
力和艺术素养。 

2 幼儿园音乐教学的教学现状 
2.1“应试教育”教育模式下的教学内容过于枯燥 
由于许多家长都受到了“应试教育”的影响，所以致使家长

普遍都认为“为了孩子将来的发展，其应该采取拔苗助长式的教
育方式”。事实上，这种教育方式下的教学内容极为枯燥，其不
仅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容易让学生们产生厌学的情
绪。 终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2.2 家长们需要对错误的教学观念加以转换 
事实上，幼儿园开展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促进幼儿

的身心发展”，即让其全面发展。但家长们的观念却与其大为不
同。因为家长们过于看重幼儿的歌唱能力和幼儿储存的音乐知
识。其不注重幼儿是否提升了音乐素养、是否拥有了一定的创造
力以及是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家长这种错误的教学观念，
会对孩子们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因为对处于启蒙阶段的孩子们
而言，其很容易受到家长的思想的影响。 

3 对实现“音乐活动游戏化”进行的思考 
3.1 对“游戏化的本质”予以思考 
想要较好的开展游戏化的音乐活动，首先相关人员则需要对

“游戏化的本质”予以思考。思考内容如下。首先，因为是要在
音乐活动中开展游戏，所以需要将游戏和音乐活动合理结合。其
次，由于游戏是一种趣味方式，而音乐活动是一种教育方式，所
以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质。教育者不可误认为“音乐活动就是游

戏”。其应该在了解二者区别的基础上结合二者。即能够既让幼
儿学到相关知识，又能让其体会到游戏带来的趣味性。 

3.2 开展游戏化音乐活动应遵守的原则 
在开展游戏化的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可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需要遵守“娱乐性原则”。即在开展音乐活动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活动的娱乐性，要让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
如传统教育模式般枯燥无味。其次，要遵守“科学化原则”。即
不仅教育者选择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材料要符合大班幼儿的身心
发展水平，其采取的游戏方式也需要符合大班幼儿的身心发展水
平才可。再次，需要符合“精简性的原则”。因为幼儿时期的学
生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所以教育者在开展游戏化教学活动的
过程中，需要充分掌握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以简练的方式去开展
教学活动。 后，要遵循“畅通性的原则”。即为了使幼儿较好
的衔接音乐知识，构建一个较好的知识体系，教育者则需要充分
保障各个环节的畅通实施。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更好地达到教学
目标。 

3.3 对“音乐活动的教学内容”予以重视 
开展游戏化的音乐活动，除了要考虑以上问题，还需要对“音

乐活动的教学内容”予以重视。可实施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首
先，由于大班时期的幼儿在身心发展方面具备一定的特殊性，所
以教育者选取的教学内容需要迎合幼儿的身心发展才可。即需要
选取真正有价值的教学内容。其次，为了避免幼儿出现走神的状
况，教育者可在其中多提问一些逻辑性的问题，以“牵制住学生
的思绪”。以通过这些问题来引导学生，让其更好的理解教学内
容。 后，为了更好的开展游戏化的音乐活动，教育者则需要注
重开展一些辅助设计。比如说，在讲解“扮家家”这一教学内容
时，可以以谈话的方式导入教学内容，然后再让幼儿进行相应扮
演，以此来帮助幼儿理解教学内容。 

3.4 为幼儿设定针对性的游戏方式 
由于幼儿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身心发展情况，所以教育者

需要为其设定针对性的游戏方式。对大班阶段的幼儿而言，教育
者需要设计出能让其产生兴趣的游戏玩法。比如说，可以采取“角
色扮演”的游戏方式或者“情景式教学”的教学方式。以“兔子
音乐会”为例，教育者可以让幼儿进行角色扮演，其也可参与到
活动当中，以促使游戏顺利的开展。 

3.5 对游戏进行相应限定 
由于大班时期的幼儿的接受能力仍然有限，所以人们需要对

游戏进行相应限定。限定内容如下。首先，为了不打击幼儿的积
极性，其不能设立的过于复杂，也不能设立的过于容易。其次，
由于规则模糊的游戏很容易让人产生思想分歧，所以需要明确游
戏规则。 后，由于大班时期的幼儿在理解能力方面仍然较差，
所以教育者需要为其提供必要性的肢体示范，以使其更好地理解
教学内容。 

结束语 
由于游戏化的教育方式更有利于迎合幼儿的身心发展，所以

教育者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合理开展游戏式的教育方式。在开展
游戏化音乐活动的过程中，教育者不仅需要对“游戏化的本质”
进行思考，还需要遵循相应的游戏规则才可。另外，由于教学内
容和游戏玩法都能影响到教学效率，所以教育者也需要对其予以
重视。总而言之，为了更好地开展游戏化音乐活动，教育者需要
不断探索游戏化的教学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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