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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是一门有声化的艺术，在起伏变幻的旋律声中撩拨人的心弦，触及人的内心世界。音乐作为我国艺

术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实施美育的必要途径。欣赏活动是音乐领域的教学路径，有利于在认知和

情感等方面幼儿的整体发展。现如今，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的开展由于各种因素频次较少，仍存在“选

材不明确”、“技能化倾向”、“审美体验较薄弱”等问题，提升空间较大。因此，针对出现的问题，

教师应当明确幼儿的主体地位，选取适合幼儿的音乐欣赏素材，运用多样的教学策略，巧妙设计活动环

节，激发幼儿充分的审美体验，有效开展音乐欣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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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ic is vocal art, stirring people’s heartstrings and touching people’s inner world in the fluctuat-
ing melod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t field in our country, music is a necessary way to im-
plement aesthetic education.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are a teaching path in the field of music,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aspects. 
Nowadays,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music appreciation activities is less frequent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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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us factors, and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material selection”, “skill-based ten-
dency” and “weak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re is a large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refor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eachers should make clear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hildren, select suita-
ble music appreciation materials for children, use various teaching strategies, cleverly design ac-
tivities to stimulate children’s full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effectively carry out music apprecia-
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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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是幼儿通过对音乐的感知与理解，获得积极情绪与审美体验的活动。《幼儿园

工作规程》中明确指出美育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幼儿初步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1]。纵观当今幼

儿音乐教学，虽已开展多年，但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很多教师为迎合家长需求，在音乐活动中将重

点放在技能技巧的练习，使得幼儿音乐教育趋向功利性和技术化，导致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一定程度忽视了幼儿内心的感受与表达，背离了艺术领域对幼儿“美感”培养的核心与初衷。对于幼

儿音乐欣赏活动，由于受重视程度不高且教师自身的音乐水平有限，在幼儿园中难以开展或教学活动只

流于表面形式。音乐欣赏策略的相对缺乏，过于单一古板的音乐课堂，容易出现“全面引领型”和“放

任自流型”两种极端现象。在当今飞速前进的信息化大时代，音乐教学法呈多样化发展，致力在实践层

面如何切实提高幼儿欣赏教学的质量，为幼儿音乐教学活动增添生机与活力，提升幼儿对音乐的热情，

真正落实幼儿艺术修养的综合培养以及审美能力的提升，回归音乐欣赏的本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

题。 

2. 幼儿园大班音乐欣赏活动存在的问题 

当下，随着美育教育的开展，很多幼儿园教师都逐渐感受到了音乐欣赏的重要性，能够有意识地在

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开展，为幼儿设计各种各样的音乐欣赏活动，但是此类大多数仅限于我国较为发达的

地区，师资条件较好，能够掌握一些音乐教育的知识，具有初步的音乐教育能力。通过对一些发达地区

的幼儿园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幼儿园大班音乐欣赏活动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 

2.1. 音乐欣赏活动中幼儿的主体地位不凸显 

传统的幼儿园音乐教育是一种以音乐知识技能为核心的“功利性”活动，比较注重音乐学习和训练，

例如幼儿是是否学会了唱歌，是否会演奏打击乐器等，这种模式下的音乐教育是更多的是一种成人视角

和科学眼光去开展的，落到具体的活动中则是教师本位过于严重。教师的音乐素养深刻影响着音乐欣赏

活动的质量，直接影响幼儿音乐学习的效果。在当今幼儿园师资队伍中，老教师的认知和观念较为老旧，

新教师的音乐能力相对欠缺，幼儿园教师的音乐素养和综合教学能力参差不齐是导致出现幼儿主体地位

不凸显现象的重要原因[2]。随着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发展，这种现象已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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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将教师、幼儿和音乐的关系更好地权衡，使得三者关系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并且根植于“审美”的眼

光开展，并非那样容易。当下的大班音乐欣赏活动，大多数情况还是以教师全盘设计好环节为主，幼儿

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活动中的师幼互动多数情况也是按照活动环节较为机械地进

行。在“教师权威”模式下的音乐欣赏活动忽视了幼儿的主体性，并未让幼儿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满足，

缺乏对音乐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 

2.2. 音乐欣赏活动选材不明确，随机性较强 

音乐欣赏活动中内容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影响着幼儿对音乐欣赏活动的兴趣和参

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教师音乐方面的相关能力和专业性是否过硬。研究者通过在园所调研的情

况，了解到对于擅长音乐活动的教师来说选材方面略有经验，能够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把控，但是

对于绝大多数教师来说，他们对于音乐欣赏的内容选择和辨别存在较大的困惑。主要体现在：第一，音

乐欣赏内容的选择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很多教师经常想起什么来就教什么，并没有过多深入地分析所用

的音乐是否符合大班幼儿的音乐能力发展特点；第二，古典音乐涉及较少，流行歌曲选择较多。但是，

幼儿喜欢的音乐作品与该作品是否符合其年龄特点有待考究，有时会存在一定的冲突，教师不知该如何

抉择，因此音乐欣赏的内容选择科学性和系统性较低，加之教师本身在音乐方面的专业能力和素养在某

种程度上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辨别什么样的音乐作品是适合幼儿的，对于古典音乐方面的认知留有一定的

空缺。因此，在音乐欣赏活动实施前，若未能选择适当的音乐作品作为素材设计整个活动，则会致使活

动的方向因为内容选择不当而有所偏离，音乐欣赏活动对于幼儿音乐学习的影响及活动的效果就无从谈

起了。 

2.3. 音乐欣赏活动存在技能化倾向 

在“知本为王”的时代，分科教学成为主流，由于我国幼儿音乐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受传统教学模

式的影响，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留有分科教学的影子，致使幼儿音乐教学过于偏重知识化，停留在形

式层面[3]。大班音乐欣赏活动作为幼儿园音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是以技能为

结果导向的情况依旧屡见不鲜。例如本次调研中，发现在大班《竹竿舞》音乐欣赏活动中，选取的乐曲

是一首节奏鲜明的少数民族舞曲，表达出了人们在节日里载歌载舞的激动欢乐之情，展现出一幅热闹的

节日画面。但是在活动进行中，老师在引导幼儿搭配视频聆听乐曲后，没有深入欣赏该曲目，而是将活

动重心放在了让幼儿运用班级中的乐器进行节奏学习，后续的环节里更多的是让幼儿在了解节奏型后多

次不停地练习，教师的关注点在于观察幼儿打出的节奏是否准确，判断幼儿有无出现抢拍错拍的现象，

有部分对节奏不敏感的幼儿会一直出错，老师也会很着急，“怎么会一直错呢？”、“再练几遍哦”的

话语逐渐涌现。不知不觉中，活动时间在幼儿一遍一遍索然无味的练习中流逝，幼儿也逐渐显得丧失兴

趣，在怎样也练不对、练不好的过程中失去自信心，那些本就对音乐不敏感的幼儿可能连最初那点对音

乐的兴趣似乎也正在消耗殆尽，教师也慢慢变得百般无奈，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过于注重知识的学习

和训练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音乐欣赏活动时间处于失衡状态，降低幼儿对音乐的热情，与音乐欣赏活动

的初衷背道而驰。 

2.4. 音乐欣赏活动中幼儿的审美体验较薄弱 

音乐欣赏活动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通过倾听，对音乐作品进行感受、理解和表达的音乐审美活动，

是幼儿提升审美认知，抒发审美情感，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由于幼儿与成人的年龄特点和音乐发

展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致使幼儿难以坐在椅子上静静地欣赏音乐。因此，只有在音乐欣赏活动中能

够尽可能以将幼儿的耳朵打开，解放幼儿的身体各部位，借助多种感官的投入使幼儿充分地加入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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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形成一种身心协同参与的过程，才能够让幼儿在这个过程中借助身体的各种感官去获得极大的审

美体验，达到音乐欣赏的本质。在本次调研中，研究者发现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及活动模式的影响，

绝大多数班级的音乐欣赏活动以预设性活动为主，在活动中幼儿只是单纯地以教师的指令在进行相应的

环节，且身体处于被限制状态。一方面，多数教师会借助精美的课件作为辅助，引导幼儿倾听音乐，幼

儿由于注意力深度较浅容易被课件上的图片所吸引，关注点会有所偏离音乐本身；另一方面，教师有时

会在音乐欣赏之余教唱歌曲，很容易将音乐欣赏的过程变得枯燥乏味，提不起幼儿的兴趣点，或是直接

使得欣赏活动在不经意间转变为歌唱活动。幼儿的身体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并未全部打开，致使幼儿并

不能完全投入其中，仅仅依靠单纯听一听音乐、看一看课件的方式，对于活动和幼儿来说都是相对局限

的，简单进行略显刻板的活动环节是无法让幼儿对音乐感兴趣的，幼儿的审美体验也就逐步沦为纸上谈

兵，并未真正落到实处。 

3. 幼儿园大班音乐欣赏活动的解决策略 

3.1. 转变教育理念，明确幼儿在音乐欣赏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师幼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是音乐欣赏活动的基础，应避免出现“高控型”的课堂和“绝对权威性”的

教师。在幼儿音乐欣赏中，教师本位和幼儿本位并非是对立的观点，应当寻求一种适宜的师幼关系来让

欣赏活动得以顺利且质量较高地进行。如若一直强调幼儿是音乐欣赏的主体，教师不加以干预，很可能

造成活动气氛过度活跃，幼儿的边界感降低，使得音乐欣赏变得肤浅；若在绝对的教师主导下开展欣赏

活动，又易造成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使得欣赏活动过于注重知识技能的学习，陷入枯燥练习的境地，

背离音乐欣赏的初衷。因此，在音乐欣赏活动中，应当秉持“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幼儿提供轻松

愉悦的音乐欣赏环境，遵循幼儿的年龄和音乐能力发展特点，结合幼儿的最近发展区设计活动环节，真

正让幼儿参与其中，乐学音乐[4]。幼儿和教师的关系应当是相互尊重与合作的，幼儿是音乐欣赏活动的

主体，但同时也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帮助，教师应当设计生动有趣的欣赏活动，带领幼儿进入到音乐的

世界，感受音乐的美好，获得精神愉悦。 

3.2. 基于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发展水平，选择恰当的音乐作品 

幼儿音乐欣赏活动的第一步就是对于音乐素材的选择。优秀的、合适的音乐作品对于整个欣赏活动

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音乐家西肖尔曾说过：“只有聆听当中才能够了解音乐相关的内容和知

识。”音乐作品的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可以影响幼儿对于欣赏活动的兴趣。教师可以基于幼儿的生活经验

去选择音乐作品，在生活中善于观察幼儿的喜好和经验，以此为切入点寻找恰当的音乐，有助于启发幼

儿对音乐的共鸣，提升音乐欣赏的兴趣。例如巧妙抓住幼儿喜欢的动物为出发点，选取卡米尔·圣桑创

作的管弦乐组曲《动物狂欢节》，运用其中的《狮王进行曲》《天鹅》等乐曲作为音乐欣赏活动的内容，

设计活动环节。另外，教师应当基于幼儿注意力发展的特点去选材，幼儿的注意力深度和广度有限，注

意力时间较短并且易被其他事物所吸引，因此要选择篇幅较短的音乐作品，教师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根

据一些作品进行适当的裁减。最后，基于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弘扬与传承，应当善于将我国优秀的民族

民间音乐作为音乐欣赏的作品资源[5]，帮助幼儿感知我国民族精神与文化的多样性，鼓励在幼儿音乐欣

赏中加入一些本民族的元素。因此，音乐欣赏活动中对于内容的选择是值得教师在一线教学中仔细考量

的问题，好的选材是精彩活动的基础。 

3.3. 整合各种教育资源，选取适当的音乐欣赏教学策略 

每个幼儿的心中都有一颗音乐美的种子，想要使其生根发芽，需要教师用心培育和滋养。在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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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欣赏活动中，教师应当明确音乐欣赏的本质，从根源上多思考怎样让幼儿在音乐中乐于感受音乐，

激发音乐带来的审美情感。根据音乐欣赏活动的具体目标，整合相关教育资源，选取合适的活动策略，

最大限度地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让幼儿沉浸在音乐之中，获得精神愉悦。幼儿以具体形象思维占主导，

教师可以抓住这一特点去选择教学策略。第一，可以让幼儿用绘画的方式表达对音乐的理解。例如在《小

狗圆舞曲》中，让幼儿用画笔描绘出所听到的小狗的形态，或是奔跑，或是摇尾巴等等，让流动的音乐

以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第二，搭建文学与音乐欣赏的桥梁。构建、理解和拓展文学作品，将故事欣赏、

歌曲欣赏、画面欣赏互相贯通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吸引幼儿爱上音乐，融入活动[6]。音乐与文学同属于

上层建筑范畴，诗意的文学作品与唯美的音乐作品之间若能够建立联系，将音乐和文字的同一性融入活

动环节，既能够增强艺术间的关联性，又能够增强幼儿音乐教学的新颖性。第三，可以增强图谱的运用。

图谱法是音乐教学中常用的教学工具，运用视觉化的符号让幼儿更好地理解节奏、旋律等乐曲的特点，

例如在《春江花月夜》的音乐欣赏活动中，教师可以与幼儿共同创作出与音乐相契合的音乐图谱，打开

幼儿想象的翅膀，闭上眼睛聆听音乐，将小船在江中荡漾，月亮升起，水波粼粼等场景在动听的音乐中

加以展现，让幼儿感受节奏的快慢，旋律的起伏，带给幼儿对乐曲无尽的遐想。 

3.4. 巧妙设计活动环节，激发幼儿充分的审美体验 

幼儿音乐欣赏本质上是一种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升华的审美过程，这其中蕴含着幼儿在不同阶段发生

的心理变化。关于音乐欣赏的心理变化阶段，不管是黄自提到的知觉的、情感的和理智的欣赏，还是科

普兰在《怎样欣赏音乐》中划分的美感、表达和纯音乐阶段，都是将音乐欣赏看成是感性与理性相互交

融的过程。总体来看，音乐欣赏的过程既可以每次达到一个单一目标，侧重某一方面的欣赏，也可以进

行综合性欣赏。在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中的活动设计也可以从心理发展阶段入手，抓住理性和感性的层

面去设置活动目标，用多种多样的活动环节去一步步深入，达到幼儿音乐欣赏最高级的审美高度，这之

间需要教师去多多学习，细细琢磨。第一，营造宽松的音乐欣赏氛围，为幼儿提供一个能够静下心来感

受音乐、展开想象的空间。教师可以根据所选择的音乐欣赏作品适当地布置一下教室活动环境，让幼儿

有一个沉浸式欣赏的氛围。一方面，现如今主题活动十分受欢迎，可以借助园所设定的主题，借助主题

活动的环境创设，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音乐欣赏活动所需要的道具，营造一个与所选的音乐作品相契合

的环境，则更容易将幼儿带入音乐的情境中；另一方面，教师可以让幼儿参与其中，在欣赏活动前与教

师一同布置环境，既能激发幼儿在活动前对音乐作品的遐想，也能让幼儿成为活动的设计者与参与者。

例如，在欣赏《森林狂想曲》前，教师可以和幼儿一起制作树木、花朵、不同小动物所搭建的欣赏环境，

并投放一些奥尔夫乐器等。第二，鼓励幼儿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去表达音乐，获得审美体验。不管是达

尔克罗兹的体态律动教学、奥尔夫主张的原本性音乐，还是近年来国内幼儿音乐领域的很多专家提出的

音乐欣赏教学理念，都无疑是在聆听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身体律动、语言、绘画等丰富的形式，使得

音乐欣赏活动更具生动性，更好地让幼儿参与其中，收获音乐带来的乐趣。在 PCK 视野下幼儿音乐教学

两次转换，也为音乐欣赏活动革新提供了新思路，由成人知识形态下“听的音乐”转换为幼儿可以理解

的“看的音乐”，再转变为以玩的形式让幼儿进行“表演的音乐”，这个过程需要借助音乐参照物、故

事、身体动作等[7]。因此，教师可以巧妙地在音乐欣赏活动中融入多样的方式，启发幼儿进行不同形式

的音乐表达，例如在欣赏维瓦尔第的《四季·春》乐曲时，教师可以启发幼儿用身体模仿小花小草创编

发芽生长的情境，用绘画的形式表现乐曲中对于春的理解，用打击乐演奏乐曲等，在这个过程中去尽可

能调动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感受到乐曲的动听，积累幼儿更多的审美体验，回归音乐欣赏的本质。 

4. 结语 

我国的幼儿音乐欣赏目标是以“美”为核心。每个幼儿心中都有一颗美的种子，需要我们用心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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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生根发芽开出绚丽的花朵，而音乐正是作为一种有效的途径，鼓励幼儿学会用心去感受和发现美，

引导幼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本文通过对于幼儿园的实地调研，总结出幼儿园大班音乐

欣赏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给予一线教师切实可行的参考，能够更加科学有效

地进行音乐欣赏活动。作为教师，应当认识到音乐欣赏活动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幼儿

的主体地位，并以此为基础选择适宜的活动素材和内容，恰当的教学策略，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环节，

让幼儿能够接受音乐，喜爱音乐，唤醒幼儿心中对于音乐的喜爱，激发幼儿对音乐多样的表达，真正践

行音乐欣赏的本质，获得积极的音乐审美体验，在音乐中感受快乐，为幼儿的人生增添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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