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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游戏不仅能培养幼儿的音乐能力,对幼儿的身心健康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

通过对幼儿园音乐游戏教学的意义和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策略研究,从激发音乐本能、优化音乐

活动、丰富音乐游戏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了音乐游戏教学法在学前教育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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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

中提出“游戏是幼儿进行全面发展教育

的重要形式”,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在

《爱的才能启发》中指出：“儿童的音乐

教育应该从游戏般的快乐心情开始,再

以游戏般的快乐心情引导到正确的方

向”。音乐游戏化教学能充分激发幼儿学

习音乐的兴趣,但仍有部分幼儿教师对

游戏化音乐认识不透彻,导致音乐教育

教学的程式化,本文通过对学前教育游

戏化的现状分析,提出将音乐融入游戏

化教学的意义和策略,为学前教育音乐

教育提供理论研究。 

1 目前学前教育音乐游戏教学

现状 

音乐游戏是指在乐曲的伴奏下,儿

童跟随音乐的节奏和旋律进行游戏,游

戏过程中有简单的律动和一定的规则要

求,不仅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的音

乐能力,而且能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目

的就是用趣味性的方式来引导幼儿参与

到音乐活动中来,让幼儿在游戏中欣赏、

体验、和表达音乐。随着教育理念的不

断进步,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水平在不断

地提高,但也留下了一些没有被及时解

决的问题,造成幼儿园音乐游戏教学效

果与儿童的成长需求之间还存在一定差

距。目前我国的学前音乐游戏教学存在

以下几点状况： 

1.1音乐游戏缺乏多样性 

“幼儿作为游戏的主体,但在大多游

戏化音乐教学过程中, 师幼互动比较单

一,基本属于典型的“非对称相倚型”[1]。

在音乐课堂中,经常出现“我做你跟”“我

说你做”的复制模式,如小班音乐活动

《小兔和狼》,小班的幼儿喜欢听到音乐

身体就动起来,将双手放在头上模仿小

兔的动作,或模仿大灰狼的叫声,但大多

数都是随意的舞动,动作单一,没有根据

音乐类型和音乐内容来思考设计动作,

教师预设游戏过程也千篇一律,所有幼

儿跟着老师的动作进行模仿,忽视了在

教学过程中及时调整教学目标的重要性,

使音乐教学活动变成片面的“玩”,而背

离了音乐游戏的教学目的。 

1.2音乐游戏缺乏创造性 

游戏化的音乐教学活动能有效促进

幼儿的创造力发展,一些教师在音乐课

中没有重视儿童的个体差异和自身的发

展创造力, 过于注重教学活动中的情境

性,忽视了幼儿发展的创造力。如大班音

乐游戏《机器人》,老师示范机器人的动

作,是一顿一顿的,还有程序,很可爱。然

后让幼儿跟着音乐模仿,有的小朋友用

地球人的舞蹈来表现机器人的动作,却

没有获得小红花的奖励,教学过程过于

程式化。美国教育家 Pellegrini AD提

出：“游戏能够为幼儿在新环境中新颖的

适应性行为提供机会”。音乐教学活动不

仅需要情境化,更要考虑幼儿的个性化

和创造性发展,这样才能符合儿童的身

心发展。 

1.3音乐游戏缺乏自主性 

国际儿童教育协会和美国幼儿教育

协会都提出,游戏是促进儿童在所有领

域获得适宜性发展的媒介。[2]音乐游戏

是将音乐与肢体动作相结合,形成游戏

模式的一种教学方式。美妙的音乐能给

幼儿带来美的享受,肢体动作能释放幼

儿的天性,通过音乐游戏能很好的培养

儿童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对音乐的感受

力。幼儿通过游戏在幼儿园度过了欢乐

时光,在“玩”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

为培养音乐素养奠定了基础。在游戏过

程中,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的身份,应当

让幼儿跟着音乐自主地进行律动和创编,

不只是单纯的跟随教师设定的流程进行

游戏,否则会限制了幼儿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失去了快乐游戏的意义。 

2 幼儿园音乐游戏教学的意义 

音乐游戏化教学的主要意义就是能

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提升教学效

果。游戏是一个师幼互动过程,有助于帮

助教师全面了解幼儿,营造出更加和谐

的师幼关系的课堂氛围。这在无形中打

破了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距离,教师可以

近距离感受幼儿的成长,获得幼儿高度

的信任感。在课堂中经常变换游戏的形

式,扬长避短、因势利导,让幼儿活泼好

动的特性充分发挥,能够更好地展示幼

儿的天性。 

其次,音乐游戏就是要让幼儿动起

来,让幼儿与音乐之间形成一 种互动关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4 

Education Research 

系。不论是跟随音乐做出简单的身体的

律动,还是利用一些小乐器,如手鼓、三

角铁、铃铛等制造出某种乐音。让幼儿

能亲自融入到音乐中,就越能体验到学

习音乐的快乐。同时给教师带来更多的

观察空间与视角。教师可以通过幼儿对

音乐的反应来获得教学方式中存在的问

题,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中才能做到更

好的因材施教。 

3 游戏法在学前音乐教学中的

运用策略 

3.1激发音乐本能,促进幼儿个性化

发展 

3.1.1音乐与游戏的结合是实施音

乐教学游戏化 直接的方法,教师在进行

教学目标设定时,应当避免音乐教学的生

硬化,以提高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在游

戏教学中,教师应结合自身专业,创设轻

松愉快的游戏环境以及自然的音乐情境,

让幼儿学会歌曲旋律及身体律动,展现出

幼儿具有创造性和个性化的音乐表现。 

在幼儿园音乐活动中的个性化教学,

能激发幼儿音乐的本能,在游戏中引导

幼儿释放天性,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不仅如此,音乐的游戏化教学还具有动

态化的特点,在教学中,要正确发挥教师

的引导作用,让音乐活动突破空间和时

间的限制,创设相应的游戏化情境,保证

音乐游戏活动有效展开,发挥音乐游戏

的价值和作用。 

3.1.2优化音乐活动,尊重幼儿主体

性发展 

“游戏,作为儿童生活和儿童文化

的一个自然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只

局限于玩”,甚至也不仅是儿童用于理解

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手段,它实际上

是儿童存在的一种形式,是儿童生存的

一种状态。[3]音乐游戏,能提高幼儿对音

乐的认知能力,如果不注重幼儿的主体

性发展,会适得其反,导致幼儿失去对学

习音乐的兴趣。幼儿音乐游戏的特点是

游戏性、动作性和音乐性三者的结合,

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感受音

乐的美,以达到提高音乐素养的目的。调

查显示,儿童对音乐的敏感度比成年人

更高,对幼儿来说,即兴创作比一板一眼

地学习音乐更简单。因此,也要求教师在

音乐教学中要注重幼儿的主体发展需求,

不断优化音乐活动,根据不同年龄段的

心理需求,制定适宜的教学目标,学习新

的教学理念,不断挖掘幼儿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 

3.1.3丰富音乐游戏,实施开放式教

学模式 

开放式的音乐游戏是指通过各种乐

器发出的乐音,以即兴创作为主,遵守游

戏规则,游戏形式多样化的一种教学模

式。[4]开放式的音乐游戏模式采用的是

先让幼儿自主听音乐,跟着旋律自由发

挥身体的律动,再逐渐增加比赛的游戏

规则,在不断丰富游戏内容的过程中,调

动幼儿的积极性,在“玩”的过程中获得

音乐体验的快乐。开放式音乐教学模式

要求教师知道音乐游戏并非程式化教学,

要及时调动调整幼儿情绪,在教学活动

中随时观察儿童在音乐学习中的本能反

应,再逐步挖掘其音乐潜能；在游戏创设

中要创造轻松自由的氛围,让幼儿以自

己的方式去感受音乐,在游戏中展示真

实的自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丰

富音乐游戏,使游戏多样化,更要遵循

儿童在音乐游戏中行为表现的四大模

式：模仿模式、表现模式、协作模式和

呼应模式。幼儿教师只有通过对班级幼

儿的了解,才能制定出相符合幼儿身心

发展的开放式音乐教学模式。 

4 结语 

音乐游戏是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必

不可少的部分,通过音乐游戏能提高幼

儿的创造力、审美力和表现力,教师应当

遵循幼儿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点,充分

发挥音乐游戏活动在美育教育中的作用,

不断开发有趣的游戏形式,创新音乐游

戏的内容,发掘幼儿的潜在能力,让幼儿

感受到边玩边学的快乐,在全面提升综

合素养的同时,有效增强幼儿在课堂上

的专注力和积极性,从而促进其身心全

面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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