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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游戏化音乐活动策略初探 
◆谢易辰 

（南靖县龙山中心幼儿园  363600） 

 
摘要：在幼儿园里，幼儿的游戏行为的发生与发展，一般是基于幼儿的

直接生活经验、师生之间的互动以及绘本阅读。然而尽管“游戏作为幼

儿园的基本活动”的观点早已被提出并接纳，但在实际的音乐教学活动

中，教师往往忽视了幼儿游戏行为发生的基础，一味地希望通过教学示

范、模范来引导幼儿对音乐感知能力的发展。幼儿教师在音乐教学中，

不仅仅要能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学会与老师、同伴沟通交流，更要学习

如何引导幼儿自主地进行“游戏化”的音乐创造活动，从而激发幼儿自

身的自主认知和想象、情感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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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游戏的喜爱是幼儿的天性，喜爱音乐并能随乐而动也是
儿童与生俱来的缪斯本能[2]。目前，“游戏化”一词已成为广大幼
儿教师设计组织音乐教学活动的共识。但实际教学中，不少音乐
活动的“游戏化”不到位，幼儿的思维没有得到发展，游戏与教
学出现脱节现象。因此，认真贯彻《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中“敢于探究和尝试”以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强调
让幼儿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把游戏适当渗透到音乐教学
活动中的各个环节是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 

一、亲近生活，进行美的熏陶，激发幼儿表现音乐美的情趣。 
幼儿的生活经验是孩子们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是否有丰富的

生活经验也直接影响到了孩子们对新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因此，
在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也应该关注孩子们的生活经
验，在教学中，引导孩子们亲近生活，提升幼儿对于音乐美的理
解和感受，从而激发幼儿表现音乐美的情趣。 

1.生活经验是游戏化音乐教学的精髓。 
游戏作为幼儿活动的形式之一，也是教师们平时采用 多的

教学活动形式之一。采用游戏教学，教师要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之
后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境，适当的运用游戏进行教学。《指南》在
选择教育内容时，表明了要考虑幼儿自身特定的生活经验、愿望
与情趣，幼儿游戏化教学的设计就是把教学内容与幼儿的生活实
践、个人经验等有机结合起来，以游戏的形式适当安排到教学中
去，激发幼儿的兴趣，为幼儿知识与技能的获得、情感态度的培
养以及主动学习创设适宜的环境[1]。 

首先，我认为幼儿 为熟悉的、充满生活趣味的内容是游戏
化幼儿音乐教学的精髓。在教学中选择一些生活中的声音或者事
物作为音乐教学的内容，并把游戏的因素隐藏在选择的事物当
中，既能保持幼儿感受音乐的兴趣也能使幼儿的好奇心得到满
足。我会利用周一早上的早谈时间，和幼儿们谈论在“周末的精
彩生活”这个话题，从“你们周末去哪玩啦？和谁去玩？玩什么
啦？开心吗？你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之类的谈论，从
而引发他们的谈话兴趣。在谈话活动中，我发现幼儿十分喜欢这
种谈话，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发现，孩子们会根据自身的生活经
验进行发言，有时还会加入自身的肢体语言和动作，这在无形当
中就引导了幼儿喜欢变现美的一面，而其他的幼儿也能参与其
中，并积攒了相关的生活经验。 

2.营造良好的心理氛围和创造适宜的环境。 
音乐是一门想象的艺术，每个幼儿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于音乐

的感知拥有对于音乐的认知和表现出音乐的美感。在《指南》中
在艺术领域教育建议中指出了——营造安全的心理氛围，让幼儿
敢于并乐于表达表现[1]。比如，在音乐活动《买菜》中，首先选
材的内容，幼儿都有些许的生活经验；在课堂上添置了菜市场的
场景，并且我还带来了菜篮子、各种蔬菜等，让幼儿充分感受到
了“买菜”的环境氛围，产生浓烈的探究兴趣。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幼儿对于整个音乐的感受是直观并感兴趣的，在心理上能感
觉到安全感，乐意与参与到活动中，能给全班小朋友一种身临其
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尝试着学习“买菜”这个过程。 

二、融合故事，深化语言魅力，是音乐活动“鲜活起来”。 
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恰当的应用游戏，恰当的

组织实施每个教学环节，体现游戏精神，使幼儿能更好的理解和
掌握知识、发挥想象力。 

1.精心设计导入，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导入是幼儿教学活动的开始，幼儿的思维、注意力不易集中，

导入可以帮助幼儿集中注意，激发活动的兴趣和自主性。我们都
知道，音乐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对音乐的想象，对音乐内容的理解，
那么教师如何发挥语言的魅力来引入音乐就显得十分重要。举个
例子，在我开展音乐活动《我的动物宝宝》中，以各种不同的动
物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培养他们的兴趣，让幼儿根据听觉来猜
哪只小动物来了，由此引入音乐；接着，让幼儿学着模仿动物，
慢慢将游戏融入到教学中，使得幼儿在游戏中学有所得。 

2.运用故事化语言的指导，帮助幼儿拓展思维。 
教学活动是教师教幼儿学的过程，教师在活动中是个组织

者、指导者。教师指导可以给予幼儿启发，激发幼儿兴趣和想象
力。在音乐活动的过程中，如果能坚持将故事的情境与音乐相融
合，再以游戏的形式渗入，这样的教学效果将更加显著。 

3.鼓励幼儿运用肢体语言表现音乐的美。 
我们都知道韵律活动中，音乐情境的设定与运用同游戏相结

合，是游戏化音乐教学的有效开展形式。比如，在韵律活动《小
雨和花》中，我在课堂上先是通过引导幼儿学会根据音乐的节奏
肢体语言表现下雨和雨滴落下的动作，再将“小花”请出场，让
幼儿根据音乐，随乐而动，与同伴一起游戏，一起表演，体验音
乐的美以及和同伴相处游戏的乐趣。 

三、扎根教材，联系生活细节，播撒想象与美的种子。 
在人的一生中，无论是幼儿时期、青年时期、还是中年是期，

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参与音乐活动。幼儿在这个时期接受必要的
音乐启蒙教育，幼儿的音乐启蒙教育能够启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3]。在幼儿园阶段，幼儿音乐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生活活动中
对听到的乐曲的感悟，更多的要从正规的音乐教学活动中获得。
所以，教材的内容就是幼儿音乐教学活动的母本，如何将教材里
面的内容更加生动、有趣、易接受地传达给幼儿，是每一个幼师
的必修功课。 

教材里面的内容丰富多样既有歌唱活动、音乐游戏，又有韵
律活动、音乐欣和演奏活动，这些不同的活动各有着不相同的教
学方法。而幼儿 喜欢在游戏中表现自己，尤其是在音乐和动作
敏感期的孩子，他们未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但是就
是喜欢哼哼唱唱、模仿表演等自发的艺术活动。因此，在游戏中，

能开发幼儿的音乐表现能力，提高他们的音乐水平。 
总之，幼儿游戏化音乐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要充分利用幼

儿园教学的各个环节，渗透游戏因素，使游戏化音乐教学生动有
趣，更切合幼儿的发展特点，但要真正实现幼儿游戏化音乐教学
还需要不断的研究与实践，相信游戏化音乐教学的实施效果会越
来越好，更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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