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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幼儿来说,早期的音乐教育可以较快且全方位的增强幼儿的音乐感知、音乐欣赏和音乐表演等能力,促进幼儿想象力、创造力、

理解力。在这个领域,游戏化和图谱是两个非常典型的有效的策略。音乐图谱和游戏化教学的整合策略可以使幼儿音乐教育由“难”变“易”,

帮助幼儿更为生动直观地了解音乐的结构、节奏、旋律,释放幼儿的本性,增强幼儿的主动性,让幼儿产生对音乐中的角色以及音乐本身的热爱。

笔者通过实践探索,提出了各类型音乐活动中音乐图谱游戏化教学的有机融合与促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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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闯关类游戏整合打击乐类音乐活动中图谱的设计和运用 

打击乐活动中,幼儿需要根据音乐的节奏和演奏方法等要求进行活动,

所以,幼儿应该是充分理解音乐和音乐节奏的,节奏是音乐的一个内在构

成,在设计图谱的过程中,教师可以考虑怎样的图谱设计是可以促进幼儿

积极思考,同时又给予幼儿自我学习的空间,让幼儿在图谱和游戏情境中

不断获得经验,体验奏乐成功的快乐。将图谱和闯关游戏紧密结合,可以使

幼儿在享受音乐和游戏的同时轻松地掌握音乐中的节奏要点,在律动的时

候把握音乐的要素。 

如活动《神奇的手鼓》以绘本作为一个载体,活动中将手鼓和图谱结

合,作为爸爸和凯凯之间一条情感的连接。此图谱设计中因为爸爸的“离

开”和一张纸条上的图谱,主人公展开了一场和图谱玩“捉迷藏”的“打

击乐”演奏。音乐中的难点是记忆每行都在变化的节奏,通过图谱以及各

环节教师和幼儿共同对图谱的解析后,幼儿很快就能掌握节奏要点。 

如：活动《海盗与超人》(见图1),教师利用图谱让幼儿将手中的打击

乐器铃鼓、拇指镲、三角铁与“船战”情节中的手枪、大炮、弓箭进行一

一对应。“船战”的游戏的情节贯穿来整个活动,让幼儿保持进行活动的兴

趣和积极性,并让幼儿在活动中自主地探寻音乐的快乐和秘密,从而获得

成功的体验和愉悦感。
[1]
游戏化音乐活动中的操作要点,包括动中有快乐,

趣字数第一,奇中有快乐,赛中有快乐,创造中有快乐,参与中有快乐。 

 

图1  《海盗与超人》 

2 歌舞类游戏整合韵律类音乐活动中图谱的设计和运用 
[2]
丁海东认为“游戏化教学”,要贯穿到整个教学活动中,通过游戏的

手法不断强化学习的内容,淡化教育目的,轻结果重过程。韵律活动作为一

种以人体动作为物质材料的表现性艺术活动,是提高审美能力培养审美兴

趣的有效途径,幼儿都喜欢用肢体动作表达表现自己的情感,韵律活动氛

围轻松愉悦,能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理解音乐。音乐和游戏是幼儿世界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歌舞类游戏化律动活动中,音乐的形象和音乐的故

事性会感染带动幼儿的情绪,轻松的游戏气氛可以激发幼儿的游戏兴趣,

同时也会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在理解图谱的基础

上,就会将图谱和音乐律动的部分匹配起来,充满趣味地进行律动。 

如：活动《马里奥的一天》用马里奥的直观游戏形象吸引幼儿,音乐

中会有难点,如：八分音符和四分音符转换时,幼儿通过马里奥的形象数量

以及马里奥跳起碰到砖块的形象来理解。幼儿在图谱和音乐中建立了某种

联系,使得幼儿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增强,也会激发幼儿更浓厚地学习欲望,

重要的是幼儿是自主地快乐地学习,通过闯关游戏,也满足了幼儿的好胜

心,优秀的图谱设计在图谱撤离后,幼儿仍然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律动,让

幼儿没有负担的玩音乐。 

如：音乐活动《快乐拍手歌》拍手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在让幼

儿熟悉了这首歌的基础上,设计一个以集体舞为表现形式的游戏活动,集

体舞需要每个幼儿之间的互动和配合,幼儿通过图谱来了解游戏的规则,

知道自己在集体舞中的位置以及同伴的位置,在音乐中去“寻找”自己的

舞伴,在一次次的尝试和律动体验中,通过自主学习和与同伴的配合来感

受音乐游戏的魅力和自我成就感。 

如：活动《请你和我跳个舞》(见图2)在设计图谱的过程中,可以完全

交给幼儿。大班的幼儿会和同伴协商：做什么动作、配什么歌词、动作如

何做好看、谁来负责绘画,谁来负责编排动作,整个过程都是自主自由的,

幼儿的想象力也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在创编设计后,请部分幼儿来表现

展示自己的图谱设计以及他们根据图谱编排的歌舞,全体幼儿都可以去尝

试这份独一无二的图谱动作,其他幼儿在活动后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来展

示介绍自己的图谱以及动作。 

 

图2  《请你和我跳个舞》 

3 角色类游戏整合歌唱类音乐活动中图谱的设计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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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唱活动中,图谱的使用是重要及频繁的,图谱不仅可以很好的帮

助幼儿掌握音乐中的音乐要素,也可以让幼儿更好地记忆歌曲的内容和歌

词含义。在歌唱时,幼儿对音乐的节奏和音乐形象有了直观的了解认识,

所以幼儿可以有节奏的用不同的声音去表现不同形象,这对幼儿的音乐素

养也是有所促进的,心理学试验表明：人类获取外界的信息83%是来自视觉

的,剩下的11%则赖在听觉,在幼儿时期,对于歌词的记忆会更加有困难,所

以试听结合,利用图谱教学的方式是非常可取的。角色类游戏可以让幼儿

有一个很好的代入感,特别对于小年龄的幼儿来说,更加能激起幼儿的兴

趣。幼儿根据不同的角色来表现其形象和声音以及动作,此类游戏具有较

强的表演性。
[3]
歌唱类音乐活动游戏化是基于教学不断发展过程中提出,

通过引导幼儿开展游戏活动,将游戏过程赋予特定内容的学习,实现学习

和游戏的融合,能够将音乐教育自由贯彻到实际教学中,让幼儿在游戏中

感知理解音乐,体验到音乐活动的快乐。 

歌唱可以丰富幼儿的音乐表现力,图谱可以在歌唱活动中和音乐产生

一种联系,幼儿带着目的倾听,在歌唱过程中看着图谱记忆节奏,同时使幼

儿对歌词有了直观的认识和理解,会更加地持久和深刻,同时图谱可以巧

妙地解决一些节奏难点和些音乐要素。 

如：活动《小鸡一家》(见图3)就充分地利用了图谱来帮助幼儿理解

记忆音乐象形和歌词。《小鸡一家》里有三只不一样的小鸡,喜欢小动物是

幼儿的天性,它们的叫声又是幼儿所熟悉的,而这首歌曲的内容通俗易懂、

旋律简单流畅,而且它的歌词像儿歌一样朗朗上口,易记,在学会的基础上

让幼儿用不同的声音和动作演唱起来,不会显得单调、枯燥,幼儿的参与率

和积极性高。活动中图谱教学起着独特的作用,运用图谱不仅能帮助幼儿

轻松记忆歌词和音乐形象,提升幼儿音乐素养,同时还能提升教学的活动

质量。 

 

图3  《小鸡一家》 

在音乐活动中,幼儿带着目的倾听,看着图谱记忆歌词,图谱使得幼儿

对歌词有了直观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图谱可以巧妙地让幼儿记忆和理解一

些节奏难点,如在课例《土豆一家》中,教师在最后进行了部分图谱撤离,

在前面的环节中已经用图谱形式来记忆了歌词,并且通过几轮的闯关游戏,

幼儿已将撤离部分熟记于心,同时,幼儿的音乐素养也在不断地尝试中获

得了提升。 

4 听辨类游戏整合欣赏类音乐活动中图谱的设计和运用 

欣赏活动是会给幼儿很多想象空间的,幼儿年龄小,生活经验不够丰

富,很难结合自身的经验去和当下音乐作品去产生联系,所以需要借助图

谱去帮助幼儿对音乐进行分析和感受,让幼儿对音乐的结构和情绪有充分

的了解。结合了听辨类游戏侧重于对音乐的判断能力的要求,以培养幼儿

对与音乐的各类要素,如：快慢、高低、强弱、音色、结构乐句等的分辨

能力。 

如活动《丛林秘境》幼儿在欣赏《丛林秘境》时,教师设计了丛林里

各场景的图片组合在一起的图谱,让幼儿清晰地感受了音乐的结构特点,

幼儿也在反复的听赏过程中对音乐情绪的理解,在欣赏理解过后,教师可

以鼓励幼儿多感官参与活动,这时候幼儿对音乐作品有了自己的理解,就

可以更好地去表达表现。 

如：音乐活动《库乞乞》中以旅游中的海边游玩、登山等从孩子们生

活经验中来引起幼儿共鸣的事物为情节,再用简单的方式把旅游途中的情

境用图谱来具体化为：A段“海边走走”、B段“登山”、C段“库乞乞”。在

清晰感知了音乐后,可以在欣赏的基础上进行律动,融入在旅行游戏中,幼

儿可以全身心投入在音乐活动中,通过简易线条绘制图谱和游戏,幼儿体

验了音乐的快乐,不再是被动机械地学习认知记忆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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