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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音乐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 
◆黄芯苗 

（浙江省温州市第一幼儿园  325000） 

 
摘要：本文首先在探讨音乐与幼儿教育之间的关系，然后分析了音乐如
何在幼儿教育中具体应用， 后讨论了音乐在幼儿教育中的需注意的几
个问题。借本文的研究抛砖引玉，希望能够有效促进幼儿音乐教育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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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音乐在现在生活中，不仅能陶冶人们的心灵，而且是
人们情绪表达的有效方式，在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音乐在
幼儿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因其对幼儿成长过程中具有重大
的影响，也到得更多人的关注。音乐在幼儿教育中的大量渗透，
不仅可以熏陶幼儿培养良好的审美情趣，还可以进而促进幼儿多
方面、全身心的发展。因此，研究音乐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音乐对幼儿的影响 
（一）促进幼儿听觉能力的开发 
 幼儿时期听觉能力已经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初步具备了一

定的听觉专注和辨别能力。科学研究发现，3 到 7 岁的幼儿是形
成固定听觉能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让幼儿接受有效的培训和
持续性的练习，对幼儿听觉能力的发展有巨大的益处。 

（二）促进幼儿审美情操的培养 
节奏鲜明，韵律柔和优美的音乐会让幼儿会产生内心的共

鸣。鉴于这个特点，教师可以把音乐渗透到幼儿的审美教育中。
如：在教师播放《采茶》时，歌曲明快动感的节奏，会带动幼儿
和着节拍拍手或者蹦蹦跳跳，逐步融入到音乐氛围中。在歌曲的
不断循环中，幼儿能够通过感知体验， 充分感受音乐的美，激
发对音乐美的表演欲望。教师可以借机，引导鼓励幼儿自由创编
采茶动作及采茶儿歌，通过音乐表演，不仅可以培养幼儿活泼向
上的欢乐情绪，使幼儿充分体验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还可以潜
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积极健康的审美情操，有利于幼儿社会性的发
展。 

（三）促进幼儿的合作能力 
在对幼儿进行音乐教育的过程中，也有利培养幼儿的合作能

力。比如在《三个和尚》 的合唱中，在教师的充分指导下，幼
儿开始通过歌唱和舞蹈相配合的方式进行演练，在完成活动的过
程中，通过不断的纠正，实现幼儿和同伴之间的相互配合，使幼
儿能够充分理解感受团结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培养发展幼儿的合
作能力。 

二、音乐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 
（一）音乐课堂的应用 
音乐感受能力是审美感受的一种特殊能力。培养幼儿对音乐

的感受力，就要求幼儿深入到音乐课堂中，体验和理解音乐的内
容，通过对音响的感知，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在幼儿的音乐教
育中，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进行。 

1.加强幼儿音乐听觉的训练 
在幼儿音乐学习的入门阶段，注重培养幼儿听的艺术。音乐

的听觉训练，是在动态中完成得。所以在对幼儿音乐教育的基础
练习中，首先要加强幼儿耳朵的感知能力。参加训练的幼儿先专
注地听，大体感知音乐的整体节奏和所要表达的基本情绪内容，
这是做好音乐学习的前提。 在幼儿对音乐的过程中，教师要鼓
励幼儿大胆发言，表达出自己体验到的真实感受。 

2.幼儿的音乐听觉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培养 
大班幼儿的音乐注意力和记忆力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他们

也具有一定的音乐素质，在此基础上，注意培养幼儿良好的倾听
音乐的习惯和表达音乐的习惯，对幼儿的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要
求教师在课堂设置中，首先要给幼儿清楚明确清乐曲大意，然后
结合进行富有感染力的表现，充分调动幼儿的学习情趣，激发幼
儿持久维持注意力。教师以反复演奏的形式，加深幼儿听觉对音
乐的直接感受，在记忆中留下乐曲的初步印象。 

3.音乐情感的培养 
多样的音乐表现形式，对幼儿的学习要求也不一样。音乐的

表现手段越复杂，对幼儿的听辩和记忆能力的要求越高。在不断

提升幼儿音乐听辩力和记忆力的同时，也有助于激发幼儿丰富的
想象和联想。如《春天在哪里》实际课堂展开时， 幼儿们分小
组选择不同的方式，学习这首歌曲，不仅能让幼儿充分发挥抽象
的思维活动和审美，还能让幼儿体验自主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
有利于幼儿音乐情感的培养。  

（二）幼儿语言中的多种应用 
当前，在幼儿音乐教育中，幼儿教师通常采用音乐与语言相

结的具体形式，如听音乐讲故事、配乐唱歌谣等。音乐节奏的合
理借用，可以很快把幼儿引入儿歌学习氛围中，收效十分显著。 

如《快乐的小兔》中, 让幼儿结合图谱用自己的语言编排歌
词内容，并且学唱歌曲。 在老师的引导下，幼儿能够清楚故事
的主要情节。对幼儿来说，发挥想象力，编排故事内容，这个情
理之中能够做到即可。这样的语言活动的进行，不仅有利于幼儿
音乐学习中节奏感的渗透，还能够赋予原本难度较大的创编活动
充满了乐趣。幼儿在活动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快乐的状态，使教
育活动的目标也得到了全面的落实。 

（三）与体育活动的有效结合 
幼儿园体育活动中，往往与音乐相结合。根据体育活动的进

程和实际需要，教师巧妙地运用音乐，使音乐的节奏与活动的节
奏、幼儿情绪节奏相协调，将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体育活动开始时，用好音乐，不仅能使幼儿充分的活动开身
体，还能迅速将幼儿引入活动到体育活动的情境之中。在活动开
展过程中使用音乐，可以激发幼儿在活动中有更好的表现。音乐
与体育活动的有效结合，不仅可以使幼儿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
还可以提升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使幼儿在音乐方面的表现
力和节奏感等都获得提高。  

（四）音乐与其它学科的结合 
在幼儿其它学科的学习中，适时渲染和渗透音乐教育作用，

也能够为教育活动注入大量的活力和生机。如教师在进行讲授童
话故事时，在充分渲染故事情节的前提下，选一首同故事内容相
匹配符的音乐作为背景，使音乐和教师的语言相互衬托，能增加
故事的感染力，深深吸引幼儿的注意力。通过童话故事的熏陶和
音乐的感染，幼儿的心灵也会得到陶冶，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在幼儿音乐教育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教师要树立科学的音乐教育观 
当前的幼儿教育中，音乐教育已经无处不在，音乐教育的良

好效果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 
（二）制定循序渐进的教育计划 
要完成好音乐音乐教学这一系统工程，幼儿教师需要不仅要

有清晰的教学目标，还需要结合幼儿听觉发育和记忆理解能力等
动态变化的特点，制定循序渐进的教育计划，在幼儿园活动中潜
移默化地渗透对幼儿的音乐教育。 

（三）注重合理的教学环境布置 
良好的教室环境的布置，有助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幼儿的对

现实实物的感受，仍然以直观感受为主。教师可以充分利用预设
的教室环境，让幼儿预先形成充分的视觉感受。 

四、结语 
音乐是人类智慧的凝聚，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巨大的影

响力。在幼儿教育中运用音乐，不仅可以使幼儿得到美的体会，
还可以启迪幼儿治理的开发，以及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是实现幼
儿们的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音乐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研究，值
得当下每一位同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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