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幼师的教育理念也在不断更新。针对幼

儿活泼好动的性格特征，幼师可以基于游戏化课堂的改革背景，为

幼儿开展音乐活动教育，将游戏化教学渗透到音乐教育的环节，在

此过程中提高幼儿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现在新型教育

类科技软件层出不穷，为幼师提高幼儿音乐教学水平提供了有益条

件。幼师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可以通过一些高科技软件设置游戏进

行游戏化教学。幼师把游戏和课堂有效进行结合的教学方式，更能

激发幼儿在学习中的积极性，更能让幼儿体会到音乐的魅力。

一、 游戏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幼儿园音乐游戏活动构

建的意义

音乐课程是幼儿成长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幼师对幼儿进

行音乐培养，对幼儿的成长来说极其重要。游戏对幼儿的身体、认

知、个性、情感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幼师通过游戏的教学方

式能够提高幼儿的音乐素养，提高幼儿在课堂中的注意力，通过有

趣的游戏让幼儿学习音乐知识，感受艺术氛围，提升幼儿对音乐的

热爱。素质教育要从小抓起，音乐教育也是如此。幼儿越早接触音乐，

就能越早发展幼儿的感性思维，有利于幼儿情感方面的发展，帮助

幼儿更好地了解和认知事物。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幼儿的音乐教学

质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可见音乐在幼儿成长道路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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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新课

改的不断推进，人们越来越重视幼儿的

综合教育。因此，幼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不能只注重幼儿对知识的理解，更要注

重幼儿学习能力的培养。为了避免幼儿

教学出现小学化倾向，幼师应积极践行

课程游戏化教育改革的理念，开展一些

音乐游戏活动，增加幼儿对音乐艺术的

认知，提高幼儿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在

幼儿园的音乐活动中，要把游戏精神贯

穿每一个教学环节，不能只停留在表面，

从而提高幼儿的音乐素养，有效地提高

音乐教育的质量，结合教学实际促进幼

儿身心健康成长。

关键词：游戏化课程；幼儿园；音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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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游戏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幼儿园音乐游

戏活动构建的策略

( 一 ) 利用音乐游戏，激发幼儿兴趣

兴趣是激发幼儿学习最大的动力。幼儿的理解能

力有限，学习能力不足，有效了解幼儿的兴趣特点，

能够使幼师更加轻松地结合游戏的方式开展教学，让

幼儿在音乐学习中保持愉悦的情绪和良好的学习状态。

游戏也能够很好地帮助幼儿培养对音乐学习的兴趣，

把音乐知识融入游戏，能够让幼儿产生对音乐的向往，

让幼儿始终保持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幼师设置的游戏

活动要贴合幼儿平时的生活，这样幼儿更容易接受新

知识，也方便幼儿学以致用，增加生活中的乐趣。比

如，幼师在教学《狮王进行曲》时，可以让幼儿有创

意地展示狮子的姿势和叫声，每一个幼儿都有机会参

加到活动中；还可以开展“森林大会”让幼儿扮演各

自喜欢的动物角色，并说出自己扮演的动物的叫声和

特点。幼师根据幼儿掌握的音律节奏，在班级中选出“森

林之王”，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音乐教学，满足幼儿在

课堂中对游戏的需求，让幼儿在有限的课程时间中学

习更多音乐知识。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部分幼儿在

课下原本很轻松自然的动作、手势，会因为在课堂上

紧张和自身胆怯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变得扭捏不自然，

极大降低幼儿对音乐的美好感受。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幼师可以用音乐游戏改善幼儿的学习氛围，使幼儿在

轻松自在的音乐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音乐活动对

幼儿来说是开启艺术大门的一把“钥匙”，在音乐课程

中融入游戏的教学方式，是一种以激发幼儿的兴趣为

目的的教学方式。幼师不仅要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更重要的是培养幼儿的学习习惯，为幼儿未来的学习

发展奠定基础。喜欢游戏是每一个幼儿的天性，也是

幼儿园教学中最常见的教学方式之一，因此在教学中

要充分利用游戏开展教学工作，通过游戏化的音乐活

动提高幼儿学习音乐的积极性，让幼儿发现音乐课堂

的魅力。

( 二 ) 借助信息技术，促进幼儿参与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相互之间的

交流也越来越少，导致幼儿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部

分幼儿只有在学校开展教学活动时才会一起玩耍交流，

在其他时间缺乏互动，社交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

与人接触会有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幼师在教学过

程中要加强游戏化音乐教学，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兴

趣，加强幼儿在游戏中的交流和沟通，对幼儿的成长

发育有很大的好处。同时，幼儿还能在游戏中适当地

锻炼四肢的协调能力，加强身体素质，形成良性循环。

音乐对幼儿来说是成长路上至关重要的一门学科，要

想提高幼儿的音乐素养，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进行音

乐教学。现代信息科技背景下，幼师要采用一些信息

化的技术来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幼儿更加积极地投

入音乐教学。幼师在制定游戏的过程中，要充分了解

每一个幼儿的个性特点。每一个幼儿的家庭情况和成

长环境不一样，幼师要设计多样化的游戏使得每个幼

儿都能有效、积极地参与到音乐游戏中。比如，在练

习歌曲《小小鸟》时，幼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让幼儿更

近距离地观察小鸟的形态。多媒体课件将新的科学技

术和音乐教学融合起来，能够很好地保持幼儿在课堂

中学习的兴趣，及时教给幼儿音乐方面的知识。幼师

通过游戏渗透音乐知识，增加了幼儿对音乐的好奇心，

能让幼儿更好地参与音乐学习。幼师接着通过多媒体

播放音乐伴奏，指导学生唱出这首歌曲，让幼儿到讲

台上进行表演。幼儿的性格各不相同，有的幼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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腼腆，有的幼儿比较开朗，幼师针对这些幼儿的不同

性格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选用不同的方法验收幼儿

的学习成果。通过信息技术辅助上课，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激发幼儿对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提高音乐课堂教

学的质量，为幼儿树立良好的学习音乐的理念，循序

渐进地让幼儿把自身的想法表达出来，将自己的才华

充分展示出来。

( 三 ) 重视游戏创新，融入幼儿想法
游戏化音乐教学是灵活多变的，为了更好地增加

教学的趣味性，幼师可以利用现在发达的信息工具，

对教学资源进行搜集、整合、改善，改编成适合幼儿

的教学活动。在游戏化音乐教学中，幼师首先要明确

教学目标，了解幼儿的兴趣爱好，为后续教学活动的

开展指明方向。幼儿刚刚接触音乐，了解音乐的节奏

感是开展幼儿音乐教育的重要目标，幼儿参加不同类

型的有趣的游戏活动，能够更好地锻炼节奏感。音乐

教学和游戏组成丰富的模式，把多种多样的游戏模式

融入音乐教学，使得幼儿的学习过程更加有趣，在游

戏环境中，幼儿体会到音乐和游戏的乐趣。就会对音

乐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在进行《三只小猪》音

乐游戏时，幼师把故事改编成游戏内容，构建一个游

戏场景，利用多媒体播放动画歌曲，带动学习氛围，

把幼儿拉进故事里，然后引导幼儿熟悉歌曲中的角

色—温柔弱小的小猪和张牙舞爪的老狼，让幼儿感

受动画角色的变化，帮助幼儿增强对音乐和故事的学

习。幼师还可以组织幼儿进行角色扮演，模仿动画里

的角色，增强游戏的互动性，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幼

儿对音乐的理解更加充分。由于音乐比较抽象，而幼

儿的思维能力以具体形象为主，幼师要通过游戏把音

乐传递给幼儿。在游戏活动中出现了问题，幼师要和

幼儿一起商量如何解决，从而使幼儿获得全面体验的

机会，通过参与音乐活动学到更多的音乐知识。每个

幼儿得到的课堂经验也是不同的，对于幼儿创新的想

法和举动，幼师要给予肯定和表扬，从而使幼儿更加

迅速地掌握所学的音乐知识，不断增强幼儿的自信心。

幼师要根据幼儿的想法，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学习材料，

提高游戏环境的互动性，提高幼儿的创造力。

( 四 ) 培养合作能力，激发学习动力
在游戏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将游戏融入音乐教学

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幼师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提高

自身的音乐素养，调动幼儿的积极性，让幼儿更好地

参加到音乐游戏中。为了能更好地让幼儿参加音乐活

动，可以组织集体游戏活动，让幼儿在积极合作中学

习到音乐知识。比如，在学习《小蚂蚁搬米粒》时，

幼师先让幼儿了解到蚂蚁的特点，告诉幼儿蚂蚁是一

种群居性动物，善于合作，明确分工，互帮互助，让

学生一边听音乐，一边跟着节拍踏步走。教师可以根

据歌曲内容，通过分组的方式，让大家在互帮互助中

完成音乐游戏。在此过程中，幼儿可以感受到集体的

重要性和团结的力量。通过组织游戏活动的形式，不

仅能够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掌握能力，还能培养幼儿对

音乐的审美和实践能力，让每个幼儿都能充分感受到

音乐游戏的快乐，对幼儿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

作用，达到了一举多得的目的。

总而言之，音乐游戏生动有趣，幼师应为幼儿营

造自由、宽松、愉悦的音乐课堂学习氛围，使幼儿在

音乐游戏中轻松掌握音乐知识和技能，帮助幼儿提高

感受能力，让音乐游戏形成多种多样的游戏模式，增

加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他们理解和表达音乐

的能力，增强幼儿学习和发展的整体性，促进幼儿的

全面发展，为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大厂九村幼儿园新华六村

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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