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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音乐教学活动的开展策略
李　璐

水城县第二幼儿园　贵州　六盘水　553018

摘　要：音乐教学作为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都是教育的难点。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过度重视音乐技能的教授，

且常常采用填充式的教学方式，消减了幼儿的音乐兴趣，也不利于音乐育人作用的发挥。对此，音乐教师应从实际出发，把

音乐游戏这一趣味性教学模式引人课堂中，促使幼儿能深刻体悟音乐的内涵与旋律的优美，诱发他们的音乐潜能，唤醒他们

的天赋，从而有效提升幼儿的音乐感知能力及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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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需要主动承担
起幼儿素质教育职责，音乐是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学前
幼儿教育中融人音乐课程教学，能够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审
美艺术，为培养幼儿想象力和创造力提供良好的教学途径，
如何在幼儿课堂教学中设置合理的音乐课程教学体系，需要
结合素质教育理念的核心内容，对幼儿音乐教学方法进行创
新和改革。

一、幼儿音乐教学现状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管理者充分意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主动在幼儿课程中设置音乐教学课程，但是受传统教学思想
的影响，幼儿音乐教学大多拘泥与形式，没有充分结合幼儿
的音乐学习需求。

由于幼儿年龄小，还没有形成理性的思维模式，充满强
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种精神是形成创造力和创新力的基
础，为保持幼儿的好奇心，选用的音乐教材需要充分丰富的
想象力，然而当前选用的音乐教材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幼儿音
乐教学实际情况，教材内容专业性和难度较高，内容生硬古
板，不适合当代幼儿素质教育的发展需求。

二、幼儿音乐教学活动的开展策略
（一）树立生本教育理念
随着现代素质教育理念的发展，我国传统教学理念和方

式发生重大变化，以应试教育为主的教学理念已经无法适应
时代发展的需求，幼儿教育作为我国学龄前教育的重要构成
部分，提高学前教学水平和质量，发挥学前教育的教学价价
值，是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音乐教育作为我国学
前教育必不可缺的课程，对提升幼儿审美意识和能力具有积
极作用，为此幼儿园教育管理者要正确意识到音乐教育的重
要性，不断学习和掌握幼儿音乐教学的核心精神，一方面教
师需要树立生本教学理念，主动改变传统教学思想的弊端，
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心理发展规律作为制定幼儿音乐教学方
案的依据，提高幼儿音乐学习兴趣，满足幼儿不同的音乐学
习需求；另一方面，正确意识到音乐的教学价值和作用，提
高音乐在幼儿课程中的教学地位。
（二）创设趣味游戏情境
幼儿音乐游戏活动中的情境设置，对于幼儿学习真实感

的提高有一定作用。在游戏环节，利用丰富的元素，让音乐
学习内容和游戏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课堂氛围更有趣味性，
更有探究性，有助于吸引幼儿们的关注。从幼儿的喜好出发，
将故事情节融人游戏活动中，或将游戏情节融人音乐教学内
容中。找到游戏活动的主线，使之穿插于幼儿音乐学习的整
个过程，让幼儿在情境中完成音乐学习内容的接触、理解和
获取。

像在引导幼儿一起学习《蚂蚁搬虫虫》这首歌曲时，歌
曲的内容为“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
掀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
洞”。结合这样的音乐学习内容创设情境，需要教师在课前做
好丰富的准备。教师可以结合班级内幼儿的人数，将小朋友
们分成 7 人一组的小组。为每一位同学制作好小蚂蚁的头饰，
并制作一个体积适当的虫虫模型。音乐学习过程中，让一位
幼儿上前尝试搬虫虫。当搬不动时，让幼儿想办法去搬虫虫。
这一过程中，游戏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幼儿能想到的方法，
不只找他人帮忙这一种。给幼儿创造机会，让课堂氛围不仅具
有故事性、情感性，还具有创造性，有利于当代幼儿音乐审美
能力的提高，以及个人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当学生有了个性
化的解决方式之后，教师给幼儿播放音乐作品。让幼儿理解音
乐作品中的搬虫虫的方式，并与大家一起操作。在这样情境化
的游戏过程中，幼儿的学习兴致更高，音乐氛围更好。
（三）培养幼儿集体意识和团结意识
在开展音乐教育时，必须保证幼儿在相关教育中的参与

力度，使得幼儿可以凭借自身兴趣汲取各项音乐知识，继而
保证幼儿音乐教育水平得以提高。当然，通过音乐游戏还可
以保证幼儿在做游戏过程中学习各项音乐知识和提高自身集
体团结意识，从而保证幼儿可以按照幼师指导要求更好地学
习各项音乐知识。而且强化音乐游戏在幼儿音乐教育中的应
用力度，可以促使同一班集体中幼儿在短时间内形成统一目
标，促使幼儿在相互合作和互相帮助状态下交流各项音乐知
识，继而保证幼儿音乐教育效率得以提高。

比如，在幼儿鉴赏和创作儿童音乐时，幼师可以要求幼
儿通过标准化音乐游戏了解自身音乐创作能力，使得幼儿可
以在自身基础能力支持下与同一班集体中其他幼儿展开有效
合作，使得幼儿可以在相互合作条件下对原有儿童音乐曲目
进行改编或者再创作。强化幼儿在音乐创作中的参与力度，
引导幼儿在做游戏和集体创作过程中学习各项音乐知识，进
一步发挥音乐游戏的实际作用。

三、结语
随着社会发展，幼儿教师要从幼儿音乐教学实际出发，

不断调整和创新音乐教学方法，使幼儿音乐教学活动充满趣
味，使幼儿能够从中感受到愉悦，这样才能构建生动的幼儿
音乐教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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