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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幼儿音乐活动呈现的有效策略研究
刘　雪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第三幼儿园　563000

摘　要：音乐教学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培养幼儿对整个世界的感知能力，对音乐的敏感性及兴趣，为今后的音

乐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当前，幼儿音乐教学形式较为单一，教学目的性不强，涉及的乐理知识较少，幼儿不能与音乐教学

内容产生共鸣，缺少深层次的互动和理解。对此，教师需要重新设计音乐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幼儿的实际需求和学习特点出

发，打造趣味性课堂，让幼儿在快乐学习的同时，加深对音乐学习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对幼儿园中班幼儿音乐活动的有效

开展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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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现状

（一）教师对音乐活动的创新力不足

在很多音乐活动中，教师由于自身教学经验的不足，缺
乏对课堂秩序的控制力，常常会出现活动形式单一、幼儿之
间互动性差的情况。单一的教学内容很容易让幼儿感觉活动
过于枯燥，最终导致幼儿对音乐的感知能力不强，音乐学习
效率自然无法得到质的提升。
（二）音乐活动内容对幼儿生活认知的贴合度不够

对于幼儿来说，他们对生活的认知都是从对周边事物的
模仿中开始的，模仿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见的或非常喜
欢的人、模仿自己较为熟悉的动物或植物的样子。教师在设
计音乐活功的过程中却大都忽略了幼儿的生活特点，对活动
的互动性和幼儿参与度都不够重视，导致音乐活动气氛不足，
幼儿对音乐的理解能力较弱。

二、幼儿园中班幼儿音乐活动的有效开展策略

（一）选择熟悉作品

耳熟能详的幼儿音乐游戏歌曲《丢手绢》虽然传唱了几
代人，但对幼儿的趣味性的影响仍不可低估，是一个很好的
幼儿音乐教学素材。在幼儿园音乐活动中，教师带领幼儿围
成一圈齐唱《丢手绢》时，为了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可以选
出一个拿手绢的幼儿绕圈奔跑，当唱到“轻轻地放在小朋友
的后边”时，拿手绢的幼儿将手绢丢到某一个幼儿的身后，
当唱到“快点快点抓住他”时，刚才丢手绢的幼儿马上快速
奔跑，捡到手绢的幼儿则快速去追，如果追上了丢手绢的幼
儿，这个幼儿则要表演节目，然后继续游戏。在整个音乐活
动中，幼儿不仅能够很快学会唱歌曲《丢手绢》，还能快速地
学会游戏的玩法，提升音乐活动的趣味性。歌曲《丢手绢》
的节奏从慢到快，幼儿通过对音乐元素强弱、快慢的对比，
能锻炼自身对音乐节奏的敏感度，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不
知不觉地进入角色，增强对音乐的感知。
（二）贴近幼儿生活

幼儿年龄小，音域窄，因此在幼儿园音乐活动中，教师
要结合具体教学内容，注重选择旋律平稳、结构短小简单、
贴近幼儿生活的，节奏稍慢、跨度不大的有趣的音乐作品。

例如，《两只老虎》和《大猫小猫》这两首歌曲就是比较
适合中班幼儿的教学内容，不仅有趣，而且节奏平稳，结构
短小，较贴近幼儿的生活。教师带领幼儿学唱儿歌《两只老
虎》，唱到“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的时
候，要引导幼儿做出跑的姿势，唱到“一只没有耳朵，一只

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的时候，也可以引导幼儿做相
适应的动作，用手指一指耳朵或者指一指小屁股。这样不仅
能极大地提升音乐教学的趣味性，做到寓教于学、寓教于唱，
还能够增强幼儿学习的兴趣，提升幼儿对音乐的感知能力。
在幼儿园音乐活动中，选择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歌曲，更容
易激发幼儿学习的欲望，使幼儿快速融入音乐活动中。
（三）组织快乐游戏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幼儿普遍对游戏和动画很感兴趣，
对此，教师需要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将教学活动尽可能与游
戏结合起来，设置符合幼儿身心发育特点的游戏活动。通过
游戏教学的方式，让幼儿实现对音乐学习的理解。同时，幼
儿也能在音乐游戏活动中，学会与他人合作，发现自己身上的
不足，并通过他人的帮助，及时弥补不足，实现自身能力的提
升，这样幼儿就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音乐学习活动中。

在教授歌曲《母鸭带小鸭》时，教师可以在教授歌曲韵
律的时候，让幼儿熟悉歌曲的旋律，并随音乐节奏做手脚协
调动作，引导幼儿在观察的基础上，模仿鸭子走路、鸭子叫、
鸭子喝水等动作。幼儿需要在活动的过程中，学会控制自己
的动作幅度，调整自己与同伴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避免相
互碰撞。首先，教师需要为幼儿展示鸭子走路的音乐和相关
动作，并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学习动作。教师边引导幼儿学
习，边示范做正确的动作：右腿屈膝，左腿向前方伸出，脚后
跟点地。紧接着，让幼儿随着音乐散开四处找空地，练习鸭子
走路。最后，引导幼儿通过表演《母鸭带小鸭》活动，开展相
应的游戏，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可以编
排出鸭子的不同动作，有的幼儿除了学习鸭子一摇一摆的走路
动作，还学会了鸭子叫的动作和小鸭子游泳的动作。

三、结语

幼儿的音乐教育是人生中音乐的启蒙教育，教师在开展
音乐活动中应遵循正确的教育原则及方法，丰富幼儿的情感
世界、提高其表达能力，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
观、人生观，为幼儿音乐素养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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