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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韵律活动有着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和表现方法,是开发幼儿创造潜能的一种极好的形式。韵律

活动游戏化是指在组织幼儿进行韵律活动时,采用游戏化、活动化的方法来进行。作为幼儿教师在开展

韵律活动时,应将韵律活动与游戏相结合,这样更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兴趣,更有助于提高幼儿的专注力和

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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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韵律活动目前存在的问题 

1.1韵律活动缺乏音乐的趣味性 

对于幼儿而言,兴趣是他们是否发

自内心积极主动参与活动的关键因素。

如果活动缺乏趣味,十分陈旧,那么幼儿

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的热情就很难充分

的调动起来。在教学中,韵律活动一般采

取的是集体教学活动的形式,活动环节

较为单一,趣味性很低,一些幼儿园和教

师只把游戏化教学作为提高孩子注意力

的手段,这种教学模式的目的在于提高

孩子的注意力过于形式化而忽略了兴趣

所在。 

1.2韵律活动缺乏互动与创新 

教师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在课堂上

传授自认为对幼儿有用的知识,教师是

课堂的主体,很少与幼儿沟通、交流或其

他形式的互动,幼儿的需要和感受往往

被忽视。在这种灌输式的死板课堂教学

中,幼儿的思维力和想象力得不到扩散,

创新力得不到激发,无法有效地接受教

师传递的现成的知识。这样以来,不利于

幼儿能力的培养。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韵律活动中,如

何让每一个幼儿在轻松快乐的游戏式教

学中学到知识,让幼儿在其学习韵律活

动中获得愉快的体验是我们每位幼儿教

师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为此,提出以下5

种策略。 

2 韵律活动游戏化的策略 

2.1制定科学合理的活动目标 

随着《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的颁布,当今时代学前教育发展所倡导

的精神是以幼儿为本、关注幼儿的兴趣

需要及成长需要。在当前,我国幼儿园所

提倡学习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实

行)》中,幼儿教师的角色也已经发生了

转变,教师设计活动时持有的观念也有

所改变。我们在确立活动目标时要考虑

一下几点：首先要全面深入了解幼儿,

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特征。如大班幼儿都

在5-6岁左右,在这个阶段幼儿游戏能力

迅速发展,幼儿能够比较轻松地掌握节

奏感强、变化有规律的音乐,可谓是游戏

发展的黄金时期,制定目标时可稍有难

度。教师只有把握幼儿发展的特点,才能

对幼儿的兴趣进行准确的定位,才能设

计出充满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的活动。 

2.2选择生动多样的教学方式 

教师在开展韵律活动时要采取生动

形象的教学方式,为幼儿创设合理的游

戏动态画面。首先在开展律动活动时要

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学习能力,结合幼儿

的认知程度为幼儿选择合适的教学方

式。在韵律活动开展的整个过程中教师

是一直参与进去的,活动中教师是幼儿

的同伴,是活动规则的引导者,教师需要

采取恰当的方法讲清楚规则。3-6岁这个

阶段的幼儿一般更喜欢那些生动形象的

事物,如果我们仅仅枯燥无味的去用语

言讲解描述,这样只会让他们感到厌烦,

如果没有实物的引导,幼儿的注意力就

不集中。这个时候作为教师就可以选择

一些贴近幼儿生活的游戏动态画面,以

便让幼儿更自然的将自己带入到游戏中,

加强对音乐的感受与理解。 

例如,当我们组织幼儿进行《花之

舞》的练习时,这个时候需要幼儿排练出

一个“S”,但是这对于幼儿来说是非常

难的,“S”形对于幼儿来说难以理解。

如果这个时候作为教师就简单地用语言

讲解,是没有办法帮助幼儿顺利的。因此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创设一个合理的

游戏动态画面,比如“小椅子转呀转”这

个动态小游戏就可以很好地帮助幼儿理

解“S”形,这个游戏就是让幼儿们围着

椅子呈“S”形的转动,幼儿边围着椅子

转教师边讲解“S”形,这样就生动形象

的帮助幼儿感受到底什么是“S”形,这

样以来幼儿在今后的学习中可以灵活运

用学到的知识。 

2.3营造音乐意境的故事氛围  

在韵律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想让

幼儿识别出音乐不同的旋律、节奏、速

度及音色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通常要

根据音乐的内容创编出与之对应的故事

情境,来帮助幼儿增加对音乐的感觉,加

深对歌或乐曲的理解,激发他们在情感

上产生共鸣。  

例如：在韵律活动《狗熊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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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个活动的音乐节选自一首奥尔夫

音乐,音乐本身的节奏鲜明、稳定,非常

适合小班律动活动。教师综合的剖析乐

曲曲式后,创设了“做面包”的故来匹配

音乐。导入故事：我是一位心灵手巧的

面包的小厨师,戴上我的厨师帽,穿上我

的厨师服,我要准备做面包啦!做面包的

时候我们要首先揉揉面团,揉揉揉,重复

好几次；接下来当然是要刷黄油,刷刷

刷；然后我们再撒点好吃的果粒,撒撒

撒；把它进烤箱,面包慢慢变大,变成了

一只兔子面包。接下来让幼儿模仿厨师

的做法,进行简单地做饭小游戏。 

在故事中面包是幼儿熟悉且喜欢吃

的食品,幼儿一想自己马上要变身成小

厨师,要自己亲手做美味的面包,这对幼

儿来说极具吸引力,是幼儿满心期待的

事情。因此,一个符合音乐意境、充满童

趣,且能连接幼儿生活经验的故事情境

可以让幼儿产生共情,吸引幼儿更快的

投入其中。 

2.4教师适时参与互动,提高观察力 

在韵律活动游戏化教学中,教师不

再是传统观念中的单纯传授知识的那

种教师,而一般在活动中充当引导者、

合作者、支持者、欣赏者的角色。游戏

作为一种师生活动的中介,教师通过游

戏可以与幼儿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积极

的师生互动关系的建立以教师积极参

与游戏为前提,教师应和幼儿一起创设

出更多的互动机会。教师还要注意的是

把握好参与的时机以及在不同时间里

该怎样引导：当韵律音乐接近尾声的时

候,逐步地减少幼儿的韵律运动和控制

幼儿的情绪,教师可以引导孩子们做一

些缓慢的韵律动作。 

作为教师要尽量照顾到班上所有

的幼儿,仔细地观察幼儿的行为和情绪

变化,重视幼儿的情感体验,用心观察

幼儿是否真切主动地感受音乐,是否发

自内心地表现自我。在韵律活动开展实

施的过程中,教师应为幼儿做一些必要

的示范,但是绝不能去束缚幼儿的思

维。教师要特别注意规范自己的教师用

语,一是口头语言,二是体态用语。虽然

韵律活动中大多数都是体态用语,但是

口头语言也是非常必要的,教师通过与

幼儿交流更容易发现幼儿的兴趣所在,

才能启发幼儿主动去创编自己的动作,

发展想象力。 

2.5打破传统,放手课堂,培养创新 

传统的韵律活动一般是教师示范幼

儿模仿,这样很大程度上将幼儿的创造性

扼杀,使幼儿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丧失兴

趣,难以发挥出幼儿爱想象的天性。教师

要放手课堂,让幼儿在韵律课堂中尽情的

变现自己。教师应组织幼儿进行“自主创

编”的游戏活动,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力

及创造性。在我国一些地方这种游戏被称

为“空”环境游戏,换而言之,就是我们给

幼儿提供一个“自主”“自由”的活动空

间,幼儿在这个空间不受限制、自主地进

行游戏、自主创编一些游戏活动。 

同时,我们还可以组织幼儿自编舞

蹈,选取一些简单的音乐来鼓励幼儿大

胆的随着音乐进行跳跃,不要特意的去

限制某一动作的形式,更不要讲求动作

的对错或者动作是否到位等,总之我们

的目的是鼓励幼儿大胆、独立地进行表

演,由此以来不仅能够培养幼儿的个性,

而且更能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想象力。 

例如：在韵律活动“可爱的小精灵”

中,教师让幼儿发挥想象,自由表现。一

些幼儿根据日常生活中见到的小猫,学

它伸懒腰的动作,有的幼儿模仿出小猫

一手叉腰一手张开爪子喵喵叫的动作。

在幼儿自主表现完之后,作为教师应梳

理幼儿创编的动作,引导幼儿把动作变

成组合,这样打破了“我做,你学”的传

统模式,激发了幼儿的创新能力,发挥了

幼儿的想象力。 

3 结语 

综合以上而言,在素质教育发展的

大背景下,教师在设计韵律活动时,要把

活动的目标,教学的方式,活动环境的创

设等以上几种因素考虑在内,将游戏性

充分运用到教学里,使幼儿快乐的投入

其中,调动其主动性,同时提高了自身专

业素养,也让幼儿的音乐学习生活充实

且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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