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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园音乐活动的游戏化策略
朱从容

湖北省公安县实验幼儿园　434300

摘　要：游戏是幼儿教育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玩”是孩子的天性，所以把音乐活动融合在游戏中，孩子的兴趣会更浓。学前

教育采用游戏化教学被很多教师肯定，但是游戏和教学内容要完美融合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展音

乐游戏活动，不仅能够辅助日常教学，还能促进幼儿见识的多样化，让游戏活动有更为丰富的形式。借助游戏元素 .促进幼儿
更深人地理解音乐知识 .感受音乐作品 .能够切实提高幼儿的审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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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音乐游戏逐渐成为

幼儿园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
开展音乐游戏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教学的内容，还让幼儿
的智力得以开发。促进幼儿音乐意识的形成让幼儿的审美能
力发展有了更为开放的空间。关注幼儿园内音乐游戏策略的
开发，考虑每一位幼儿的实际需求，将音乐游戏成分填人日
常游戏过程中 . 有利于幼儿园音乐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以情设境，精心设计音乐游戏教学活动
音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生活中的各种各

样声音都是音乐的重要组成元素。在幼儿园阶段的音乐教学
活动中，教师要帮助幼儿通过现有的知识经验在具体的生活
情景中去联想和感受音乐。帮助幼儿在听音乐的过程中联系
自己的生活经历，学会运用艺术的眼光去感知生活，在音乐
游戏环节的带动下更全面的掌握音乐知识。比如，在幼儿园
音乐课程《幸福拍手歌》的学习活动中，教师要联系幼儿的
心理认知条件有计划的设计游戏互动环节，在课堂内营造宽
松活跃的氛围，调动幼儿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这节课程的学习活动中，教师要教会幼儿把握音乐节奏的
具体方法，在生活情景的创建过程中让音乐教学活动以生活
为依托，更好地体现音乐课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帮助
幼儿感受音乐课程学习的快乐。在课堂上，教师首先可以通
过“大家在什么时候感觉最幸福 ?”这个问题作为课前导入，
更好地引发孩子们的思考。针对这一阶段幼儿活泼好动的性
格特点，大部分孩子都会七嘴八舌的回答教师的问题，让课
堂的氛围变得更加活跃。接下来，教师就要为幼儿播放《幸
福拍手歌》的唱法，带领孩子们感受这首歌的节奏和歌唱技
巧。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结合自己的生活经
历想象最幸福的瞬间，并且以“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这种
游戏形式带领孩子们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帮助孩子们学会感
受生活，找到音乐教学活动与幼儿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
有效培养幼儿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同时，教师还可以借助多
媒体技术的图片和视频功能为幼儿创设具体的音乐情景，借
助互联网技术的优势找到一些与幼儿生活密切相关的亲子活
动，更好地在日常的吃饭、睡觉、购物、散步等活动中帮助
幼儿提升幸福感，在创设情景的过程中有效找到音乐课堂教
学活动的切入口，更好地打开教师的教学思路，让音乐游戏
的设计更加有理有据。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好地激发幼儿对
音乐课程学习的兴趣，提高幼儿参与课堂学习活动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为教学目标的顺利实现奠定基础。

三、以理感化，丰富音乐游戏教学形式
音乐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发展幼儿的听觉表象，音乐

游戏可以把幼儿的听觉表象与行动密切结合在一起，帮助幼
儿主动完成音乐课程的学习任务。在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深入挖掘其中的情感因素，更好的以理感化孩子，丰
富游戏教学的形式与内容，让有限的课堂时间创造无限的教

学价值，有秩序的实现教学目标。例如，在学习幼儿园音乐
课程《两只老虎》时，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发挥自身的表演优
势，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幼儿完成自由的扮演学习活动。在这
节课堂上，在歌唱“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直没有耳
朵，一直没有尾巴，真奇怪”这些内容时，教师可以让幼儿
主动跟随音乐节奏完成手舞足蹈的表演学习，有的拍手，有
的拍肩膀，在唱到“跑得快”时，引导孩子们一起跺脚。通
过把每句歌词用动作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以让幼儿对音乐
课程的学习充满热情。在歌曲的结尾部分，幼儿还可以适当
的融入“弹舌”的声音，让音乐课程的学习不再枯燥乏味，
而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四、寓教于乐，在音乐游戏中提升音乐素养
幼儿阶段的孩子们还处于启蒙阶段，在这一时期的教学

活动中要注重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借助游戏教学环节
来增强幼儿各方面的音乐素养。节奏与旋律的学习在音乐课
程中占有重要比重，培养幼儿的节奏感和旋律感也是教学的
关键任务之一，是提高幼儿音乐技巧的基础。在教学活动中，
教师要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地位，不断
优化课堂教学方法。比如，在幼儿园音乐课程的学习活动
中，教师可以通过具体的音乐传唱形式为孩子们讲解其中蕴
含的音乐知识。如在唱道“我是小羊咩咩咩咩咩”时，教师
可以做出以下示范，一边说这句歌词，一边在桌子上打出节
奏“xxxxxxxxxxxxxxxxxx//”，这时候由于幼儿具有爱模仿的
心理，就会跟着教师的方法进行模仿，而且表现出非常兴奋
的状态。当幼儿完成基础的练习活动之后，教师可以试着引
导他们变换节奏，采取教师说幼儿打的教学方法更好地完成
时间之间的教学互动，让孩子们也能成为学习的主体。为了
让孩子们能够对这节课程的学习高度集中注意力。

五、结语
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活动应该密切结合这一阶段幼儿的年

龄特点和认知能力，在幼儿音乐活动中开展游戏化教学能够
为提升幼儿的音乐素养提供重要支撑。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为了促进游戏化教学的有效性，教师要把握好幼儿阶段孩子
们的兴趣特点，科学有效的设计游戏教学环节，保证幼儿能
够在游戏的吸引下主动参与到音乐课程的学习活动中，为幼
儿提供展现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同时，教师也要不断总结教
学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音乐游戏教学的模式，采用多元化
的方法完成教育引导，帮助幼儿在音乐活动中茁壮成长，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奠定物质基础，确保
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取得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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