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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早期婴幼儿音乐启蒙 
◆田继云 

（淄博市淄川经济开发区东山阳光幼儿园  山东淄博  255100） 

 
摘要：早期婴幼儿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情绪性，他们常常在兴趣的驱使

下自发地进行多种活动。如何激发早期婴幼儿对音乐活动产生兴趣，让

音乐更恰当地融入学前教育，提升孩子的审美能力，是本文要探讨的主

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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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音乐启蒙是一种以音乐为基本元素的教育活动。通过
让幼儿在听、唱、跳的过程中欣赏音乐、感受音乐、表现音乐，
培养婴幼儿的艺术素质，陶冶其情操，培养对音乐的欣赏和模仿
能力。 

早期婴幼儿的年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情绪性，他们常常在兴
趣的驱使下自发地进行多种活动。如何激发早期婴幼儿对音乐活
动产生兴趣？教师如何提高音乐活动的有效性？这对于教师来
说就显得格外重要。自 2008 年以来，我结合我自己大学期间的
音乐学专业，并结合工作以来的体会，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尝试加
入音乐元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创建愉快和谐的活气氛，形成良好的师生互动 
教师要努力营造平等、宽松、愉快的活动氛围，这对婴幼儿

的身心发展非常有益，为以后艺术素质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情感
基础。愉快的心情是产生学习兴趣的重要因素。在音乐活动中，
如果教师能给幼儿创造良好的活动气氛，使他们始终在轻松愉
快、欢乐活泼的状态下进行学习，他们一定会乐学，主动学。因
此，教师要去了解、亲近孩子，调动他们的主动性，推进他们各
方面的发展。 

(1)设置有趣情境，激发幼儿兴趣 
以往的教学实践表明：教师夸张的表情和语气，会使幼儿的

兴趣高涨，这样能充分调动起他们的好奇心。教师组织活动时，
要一下子抓住孩子的眼球，让孩子对你的活动内容产生兴趣。在
活动中，教师运用的语气、表情和动作，都会感染到幼儿的情绪。
如在组织中班音乐活动《春雨沙沙》时，通过播放春雨、雷雨的
声音，幼儿倾听比较，找出两种声音的不同，幼儿模仿两种声音
的不同，极大的引起了幼儿的兴趣。在欣赏歌曲环节，幼儿能够
说出听了这首歌的感受，理解歌曲当中为什么春雨的声音是“沙
沙沙”，而不是“哗哗哗”，幼儿能够自编动作表现春雨悄悄下的
意境和种子出土发芽的喜悦。活动延伸到表演区，鼓励幼儿继续
学唱歌曲，进行表演。 

(2)教师全身心投入，树立模仿标杆 
早期婴幼儿的年龄特点是好模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运用

教师表演的方法来感染幼儿，激起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如在组
织小班音乐活动《小胖鸭子捉迷藏》中，老师带领幼儿做游戏“小
鸭走路”，激发幼儿的兴趣。学唱歌曲环节，较合拍的做鸭走、
游水等动作，鸭妈妈带领鸭宝宝进行捉迷藏，引导幼儿尝试创编
不同的躲藏动作。当好“表演家”，做好幼儿的榜样作用，这样
幼儿参与活动才会更积极、更有效，从而使他们在音乐的海洋里
快乐地畅游。 

2.运用多种表现方式，加深幼儿对音乐的感染力 
早期婴幼儿年龄段是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并容易进入角

色，几张图片、一段表演、一个故事、一场游戏，往往能让他们
身临其境，共同感受欢喜和悲伤。这样能引起幼儿情感的共鸣，
更易于被幼儿理解和接受。 

(1)语言表现要生动、形象 
听故事、听儿歌是小班幼儿最感兴趣的事情。为了更好地帮

助幼儿理解音乐的内容，活动中通常将音乐中的形象创编成生动
有趣的故事，并尝试让幼儿去扮演角色，让他们从故事中理解音
乐活动的内容，他们就能够在强烈兴趣的带领下，积极参与音乐
活动。如在组织幼儿进行音乐活动《噜啦啦洗洗澡》时，活动重
点是能随音乐有节奏的扭动肢体，练习节奏。将歌曲创编成故事：
夏天真热，妈妈给宝宝洗个澡凉快凉快吧！（老师扮演妈妈，给

娃娃洗澡）运用道具让宝宝给娃娃洗澡，幼儿大胆的做动作，运
用有节奏的语言帮助幼儿掌握音乐节奏，有效的引导了幼儿跟着
音乐有节奏的扭动，将活动目标淋漓尽致的巧妙的达成。 

(2)多媒体教学方式多变 
早期婴幼儿生活经验贫乏，主要以直观形象思维为主。作为

教师应该开动脑筋制作一些形象直观的图画、头饰等，这样幼儿
便会很快地被角色所吸引，从而增强学习歌曲的兴趣。如学习歌
曲《春天在哪里》时，首先带领孩子们到户外寻找春天，“小草
绿了、春风暖了、小鸟飞回来了......”，通过孩子们看到的，想到
的，听到的环境的变化，让幼儿说出春天的感受，能进一步理解
音乐，为表现此歌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让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创造性地表现，体验成功和快乐的情
感 

游戏是幼儿学习的最基本的活动。喜欢玩游戏是幼儿的天
性。实践表明：幼儿对自己感兴趣的游戏多次玩，仍然兴趣盎然。 

游戏教育化是针对自然状态下游戏处于放任状态而提出的，
目的是为了改变重上课轻游戏的现象，突出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
的地位，实现游戏对教育的服务和支持功能。具体便落实在用教
育目标来关注游戏，以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来分类组织游戏活动，
以儿童游戏的年龄特点为依据，加强对游戏的引导，使游戏对儿
童的发展能够迎合教育的方向。让幼儿充分、完整地表现自己对
音乐的整体感受。在结束活动时，选择了孩子们熟悉的歌曲《笑
一个吧》，让孩子们的快乐情绪进一步升华。这样，幼儿在充满
趣味的游戏中学习倾听音乐优美的旋律，感受音乐赋予的快乐，
表现音乐内在的情感，提高了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的创造力
和表现力得到了充分展现。 

教育游戏化是针对幼儿园教育日益趋向于小学化而提出的，
目的是为了使心理机能远未成熟的幼儿，不至于过早地承受正规
教育所带来的强制性压力，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发展个
性。音乐的感染力和引导完美的契合了幼儿教育的游戏化，具体
落实在以游戏的特点来组织音乐活动，在音乐的教学中谋求游戏
般的乐趣，使枯燥的教学变成生动有趣的活动，从而使幼儿获得
音乐带来的升华。 

兴趣是一切学习的基础，早期婴幼儿也同样如此。因此，我
们只有提高他们的兴趣，让婴幼儿沉浸在充满童趣、安详或者明
快等音乐氛围中，他们才会感受到音乐中的美，从而乐于去欣赏
音乐，学习音乐，表演音乐，并以此提高了学前教育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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