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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幼儿园中班音乐教学中开展游戏化教学的策略
张　英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河兴幼儿园　257200

摘　要：音乐是幼儿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通过音乐活动可以培养幼儿审美情趣，提升幼儿的音乐素养，尤其是在素

质教育普及的背景下音乐活动更是引起了幼儿园高度的重视。为了能够提高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质量，教师可以将游戏元素和

音乐进行整合，吸引幼儿参与兴趣，提高音乐教学活动的质量。本文就幼儿园音乐活动中游戏化教学策略进行探究，希望能

够给一线的幼儿教师一些启发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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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年龄较小，具有着较强的好奇心，渴望在游戏中去

学习。游戏也是幼儿最为普遍的一种活动形式，通过游戏化

教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中班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音乐活动是幼儿园的教学内容之一，为了让幼儿在音乐活动

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教师也可以落实游戏化教学策略。本

文针对幼儿园音乐活动中游戏化教学进行分析探究。

一、幼儿园音乐活动中游戏化教学的作用

（一）音乐教育游戏化有助于培养幼儿学习兴趣

将音乐和游戏进行结合，还能够为幼儿的活动参与进行

情感的激发，促进幼儿的主动性。在课堂中我们播放一些音

乐的时候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幼儿会不自觉的跟着音乐的运动

进行活动，有的幼儿会不自觉的扭动身体，有的幼儿会用个

小手打着节拍，再在这样的游戏化音乐氛围当中，以往性格

比较内向、不愿意参加或者不愿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幼儿会

开心地动起来，也会不由自主的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培养幼

儿学习音乐的兴趣，这样的音乐课堂不再是单纯的进行音乐

教学，而是成为了幼儿一个自由展示的舞台。

（二）音乐教育游戏化有助于促进幼儿社会化发展

在音乐活动中涉及到了很多音乐种类，其中有音乐游戏

这样一种形式，游戏可以为幼儿和老师提供更多交往的机会，

在音乐游戏中会涉及到各种的规则，也会让幼儿感受到不同

的角色。在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幼儿需要选择一个自己心

仪的角色，幼师还需要幼儿自己进行角色的分配，在幼儿主

动分配角色的过程中就会主动和同伴去交流。这时幼儿在活

动中的参与感被大大提高，一些原本性格腼腆的孩子也可以

主动的参与到活动的过程当中，而一些比较调皮的幼儿也会

懂得遵守一定的规则秩序，这样的方式可以促进每一位幼儿

社会化的发展。

（三）音乐教育游戏化能够促进幼儿身体发展

在音乐教育形式中，包含了很多的游戏种类，比如表演

类的游戏或者打击乐活动等等，这些游戏都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在开展这些活动的时候也可以锻

炼幼儿各个部位的大小肌肉，促进幼儿反应力和协调能力的

发展。有的时候将音乐与舞蹈游戏进行结合还能够促进幼儿

的身体塑造，使幼儿的身体得到相应的训练与发展。那么在

组织音乐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让音乐活

动充满趣味，提高幼儿的兴趣，还能促进幼儿身体健康发展。

（四）音乐教育的游戏促进幼儿认知发展

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当中，幼儿不仅要进行旋律的倾

听，感受音乐的韵律，很多歌曲的歌词对于学生的发展也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进行教育的过程当中，幼师也可

以引导幼儿对这些歌词进行理解，从而借助歌词这种幼儿乐

于接受的形式，来对幼儿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这样的

形式不仅能够把幼儿的主动性充分激发出来，还能够将音乐

的育人功能最大化的发挥出来，借助游戏的形式来促进幼儿

的认知发展。

二、幼儿园中班音乐教学中开展游戏化教学的策略

（一）注重活动评价

在传统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具有着较强的目的性，注

重在音乐活动中幼儿到底获得了哪些音乐知识，掌握了哪些

音乐技能，所以教学评价也就以结果性评价为主，这种评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幼儿掌握一定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幼

儿的活动往往是不追求目的性的，更加强调了整个活动过

程中的心情和获得的满足感。所以幼儿音乐活动评价应该坚

持以过程性评价为主。在对幼儿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教师要

对幼儿进行综合性评价。比如在游戏中幼儿的合作精神、分

享精神等等，而且也要尝试把评价的权利交给幼儿自己，鼓

励幼儿自己对自己或者对同伴进行评价。通过幼儿评价可以

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也可以根据幼儿的想法及时

的调整评价的内容。通过有效的评价可以让幼儿获得更好的

发展。

（二）通过音乐游戏活动渗透音乐知识技能

幼儿参与的各种创造性的活动需要借助感性材料完成，

所以新的设想和新的形象肯定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对于

存在的表象的一种加工和重组。教师需要通过多种音乐活动

鼓励幼儿去多听多尝试，这样才能有效地培养幼儿各种感官，

让幼儿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幼儿教师应该在音乐游戏

活动中渗透必要的音乐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能达到音乐教学

活动的目的和效果。比如在组织中班幼儿参与《小鸡学本领》

这个音乐游戏活动的时候，教师首先让幼儿对音乐进行欣赏，

通过欣赏聆听了解歌曲大概的内容，这样可以在幼儿头脑中

形成一个感性材料，那么通过提前获取的感性材料，幼儿才

能对音乐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幼儿可以进一步想象小

鸡蹦蹦跳跳、展开翅膀等等这样的动作。又比如在进行儿歌

口诵的音乐活动的时候，让幼儿拿着不同打击乐器进行敲击

伴奏，或者通过肢体不同动作让节奏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时

候幼儿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个打击乐器，可以演奏出更多美

妙的音乐。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其实也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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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么教师在进行音乐知识和技能渗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

意不能强行植入，确保幼儿可以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潜移默

化中去接受各种音乐知识。另外就是既然是音乐活动肯定要

伴随着音乐进行，那么教师在选择音乐的时候尽可能选择轻

音乐，这样更容易激发幼儿无限的遐想，有效地培养幼儿的

创造力，激发幼儿对参与音乐活动的兴趣。

（三）创设丰富的游戏化教学情境

音乐活动属于艺术领域重要的内容，重在培养幼儿的兴

趣和喜好，提升幼儿对于音乐的敏感度和审美能力。所以在

音乐活动中仅仅依靠教师进行知识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很

难以实现音乐活动的目标。所以为了能进一步激发幼儿对于

音乐的热爱，教师就应该开展相关的音乐游戏活动，通过游

戏点燃中班幼儿学习音乐的热情。那么在正式开始教学之前，

教师就可以为幼儿创设一个有效的游戏情境，通过幼儿熟悉

的情境进一步调动幼儿参与到音乐活动中的积极性。比如在

音乐活动中为了能够让幼儿更好的区分强弱拍的节奏变化，

教师就可以创设一个故事情境：今天小店爷爷的店里新到了

一批美味的巧克力，小老鼠们知道了之后打算去偷巧克力，

但是小店爷爷养了一只大花猫，它们必须要悄悄行动。借助

这个情境教师可以让幼儿理解老鼠的动作其实就是弱拍，而

猫抓老鼠的动作就是强拍，通过这样一个充满童话故事色彩

的情境可以更好的让幼儿融入到音乐活动当中，有效地提升

音乐活动教学的效果。

（四）鼓励幼儿创作听觉游戏

首先幼儿对于“老师”的形象是有一定的畏惧心理的，

因此在进行教育的过程当中，想要孩子不被这种畏惧心理所

支配，就需要幼师为幼儿提供一个轻松、民主的环境，从而

使幼儿参与到活动的过程当中。因此教师就可以在音乐教育

的过程当中开创趣味的听觉游戏，通过游戏的形式，丰富幼

儿对于各种声音的听觉印象从而提升幼儿对于听觉的敏感度，

有效的把握声音的高低还有长短和强弱等等方面的内容。而

且根据训练目的的差异性，听觉游戏也有着多种多样的组织

形式。例如在进行活动的过程当中，幼师可以拿来一个可移

动的小音箱，在游戏一开始，幼师首先引领幼儿闭上眼睛，

幼师拿着音响在教室随机走动，然后在教室的某一个位置播

放音乐。在音乐播放完毕之后，幼师引导大家睁开眼睛，根

据自己听到的音乐，找到音乐播放的位置。通过这样的形式

就能够使幼儿听辨声音的方向。其次幼师还可以基于幼儿一

个足够的空间引导幼儿借助自己的理解方式来感悟音乐。比

如在幼儿活动中我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游戏。

这个音乐活动中我引导孩子们根据猪八戒的形象，来进行吃

西瓜，并且进行 3/4 拍节奏的认知。幼儿积极参与到了活动

角色的扮演当中，创造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音乐是幼儿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对于培养幼

儿综合素养有着重要的意义，而游戏又是幼儿主要活动形式

之一，所以在幼儿教学中教师要创新更多更好的游戏活动，

激发幼儿的创造力。教师需要将音乐与游戏进行充分的结合，

使幼儿能够感受到音乐学习的乐趣，从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到

游戏的活动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提升自身的音乐素养的同

时，通过音乐游戏活动也能够提升幼儿园音乐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朱婷婷 . 多元整合，有效推进幼儿课程游戏化［J］.
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21（03）

［2］吴心慧 . 幼儿园打击乐活动中游戏化策略的有效运

用［J］. 艺术评鉴 .2021（07）
［3］朱立新 . 幼儿园游戏化教学的现实困境与破解策略

［J］. 教育观察 .202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