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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art education in China, the proportion of music, 

dance, art and other art forms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is also higher and higher. 

Children’s music appreciatio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children’s 

music art accomplish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music 

appreciation in the process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kindergarten music appreciation, aiming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usic culture 

communication, so that children can better experience the charm of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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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艺术教育的不断深入，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在教

育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幼儿音乐欣赏教育是提高幼儿的音乐艺术修

养的重要途径。本文对幼儿园教育过程中的音乐欣赏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且

提出幼儿园音乐欣赏的策略，旨在提高音乐文化传播水平，让幼儿能够更好地

体会到音乐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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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大众对音乐艺术的喜爱程度越来越高，在新的时代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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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大众传媒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丰富，各种信息的传播过程变得更加快捷、

方便，而且大众传媒传播的各种信息也更加形象生动，这也为我国的音乐艺术

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在幼儿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

面，可以对幼儿的音乐欣赏能力进行培养，使得幼儿能够加深对音乐艺术的理

解，尤其是对于一些音乐天赋较高的幼儿，在适当的时期对其进行培养和训练，

可以加强对幼儿综合能力水平的提升，为幼儿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  多听多练

幼儿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在脑海中会有很多既有的知识，这些知识对幼

儿的学习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过程中，也应该要给

幼儿提供更多听和练习的机会。首先，当幼儿在听音乐的时候，他往往能够

对自己脑海中的关于音乐的理解知识调动起来，从而使得幼儿对音乐的感悟

能力有所提高。另外，也应该要让幼儿进行充分地练习，音乐欣赏能力的提

升可以通过幼儿自己对音乐的演唱来完成，在演唱过程中，幼儿会发现自己

存在的问题，比如如果是由于音乐乐感不好，则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自己对

音乐的感悟能力，在练习过程中也可以让老师发现幼儿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存

在的很多其他问题，从而一并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在幼儿音乐欣赏课程的

教育过程中，只有不断丰富音乐素材，对各种音乐素材进行反复地听，才能

帮助幼儿在思维中形成一定的印象，建立起对音乐的认知。音乐欣赏训练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很多幼儿本身个性活泼好动，加上天真无邪的性格，

在听到音乐的时候往往很喜欢进行表演，比如跳舞、跟着歌曲进行演唱等，

对此要加强对幼儿对各种音乐素材的学习，在音乐课堂上为幼儿提供更多的

音乐欣赏材料。

2  引导幼儿进行讨论 

幼儿一般很喜欢与其他学生进行玩耍，在玩耍的过程中也会交流自己的意

见和想法，关于音乐，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领悟，而且幼儿的思想往往都比较

单纯，所以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可以在课堂上给幼儿播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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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歌曲，让幼儿说出自己对这些歌曲的理解，比如《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

是很多幼儿耳熟能详的歌曲，教师在播放这首歌曲之前，可以先设定一个问

题——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心目中的妈妈。当听完歌曲之后，让幼儿进行分析和

探讨，比如有的幼儿会回答说妈妈是天上的月亮，有的则会回答说妈妈是最美

的花朵，因为妈妈对孩子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每个孩子在听到这首

歌曲的时候，就会想起自己脑海中所构建的关于妈妈的形象，而这些也都是幼

儿最真实的想法，当他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这首歌曲进行深入

理解的过程。

3  延伸课堂进行生活教育

生活是创意的来源，也是教育的主要场所，在音乐欣赏过程中，应该要将

音乐课堂延伸到课后，延伸到生活中，将音乐欣赏与生活进行有机结合，使得

幼儿在生活中也能随时随地加深对音乐的领悟和感知。音乐欣赏的根本目的是

要提高学生的音乐艺术修养，培养他们的音乐乐感，很多幼儿本身对外界保持

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通过日常生活反而能够对幼儿进行激励，使得幼儿能够

提高自身的音乐领悟能力。为了更好地将音乐欣赏延伸到课外，则可以多组织

一些课外的活动，比如每年的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雷锋学习日、元旦节、

国庆节等，都可以组织幼儿参加相应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进行表演，一方面

可以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幼儿对各种音乐风格的理解，

从别人的表演中学习到更多，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另外还可以给学生布置相

应的作业，让学生在课后搜集一些音乐作品，比如幼儿一般都很喜欢卡通动画片，

在动画片中有很多音乐，加上幼儿平常接触的一些儿歌，幼儿的学习资源十分

丰富，教师可以与家长进行沟通，让家长在课后帮助幼儿收集一些他们喜欢的

音乐作品，然后交给老师，由老师在课堂上进行统一播放，从而让学生可以接

受更多的音乐资源，在对这些音乐资源进行分析的领悟的时候不断拓展自己的

思维。另外，家长也要发挥相应的作用，要及时与教师进行沟通，对幼儿在学

习音乐过程中的表现进行分析，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不断提高幼儿的音乐领

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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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幼儿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学生

的综合能力水平，开始加强对学生的多种能力的培养，比如美术教育、音乐教

育等，都是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的重要课程。音乐欣赏教育是提高幼儿的音乐

感知能力以及艺术修养的重要课程，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幼儿园应该要积极加

强对音乐欣赏课程的重视，调动幼儿在音乐欣赏课程中的学习积极性，要让学

生接触到更多的音乐作品，使得民族音乐可以融入到幼儿园课堂中，潜移默化

地对学生产生影响，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以及艺术修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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