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５月　　
第３３卷　第５期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ｕｅｑ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ｙ．　 ２０１７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２３；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２０１４ｍｓｇｚｓ１７２）；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ＳＫ２０１６Ａ０７８７）

作者简介：吴婕，女，安徽合肥人，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教育技术

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中辅助手段类型与使用策略

吴　婕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１１）

摘　要：音乐欣赏是满怀喜悦心情倾听音乐的过程。由于幼儿的特点，需要在音乐欣赏活动中使用相应的辅助手段，其类型

可分为运动觉、语言、视觉辅助手段。其使用策略有：辅助手段性质要与音乐相符；选择适宜的辅助手段类型；辅助手段自身

讲求艺术性；尊重幼儿的自由与个性；综合、灵活地使用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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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欣赏是怀着由衷的欣喜热爱之情，自动追

求从音乐中获得自我满足和自我实践的过程。［１］幼

儿园通过音乐欣赏教学，可增长幼儿音乐知识，发展

能力，拓展音乐视野，发展想象力与创造力，进而激

发幼儿对音乐热爱，为其终身喜爱音乐奠定基础。

由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及经验的匮乏，幼儿园音乐

欣赏不宜搬用成人单一安静倾听的方式，而是需要

丰富多样的方法使其以“动”的方式实现欣赏主体对

音乐“全方面”、“多层次”的探究。因此，幼儿园音乐

欣赏教学常需借助辅助手段来实现幼儿积极主动的

“参与行动”。在音乐欣赏活动中不仅要选择适宜音

乐、创设良好环境，辅助手段的设计与选择同样

重要。

一、辅助手段对幼儿音乐欣赏之意义

著名儿童音乐教育学心理学学者詹姆斯·默塞

尔就在其名著《学校音乐教学心理学》中指出：音乐

教育就是欣赏教育，就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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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欣赏活动富有感染力，需要反复聆听，幼儿感知音

乐就是一个不断地听———逐渐熟悉———产生兴

趣———感知音乐的语言、要素———学会分析、理

解———促进更深入地感受———形成对音乐终身热爱

的过程。［２］１６３欣赏主体在过程中不断体验、深入理解

音乐，并逐步积累以提升审美趣味和鉴赏力，尤其是

针对内涵意蕴深厚的名曲，每听一遍都会有不同体

悟。音乐欣赏重点在于发展体验者内在感受力，其

能力发展具有内隐性，并需要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式

的“熏陶”慢慢积累，对教师自身音乐素养要求也比

较高，而传统音乐欣赏教育往往采用“整体—分段—

整体”流程进行模式化地反复倾听，重视音乐知识与

技能的价值，此显然不适宜幼儿的身心特点。因此，

幼儿音乐欣赏教学长久处于比较困难且被忽视的

领域。

音乐作为独立的艺术，对其教育只有从音乐自

身特性出发，遵循审美教育之规律，才能让幼儿受到

音乐感染，发展其独特教化作用。作为听觉、情感艺

术的音乐，听觉直觉要与心灵融合，不仅要重视听觉

的激发与投入，由此对音乐自身元素如节奏、旋律、

音高、强度、长度、音色、织体等的挖掘与理解，同时

还要注意对其间蕴含情感的体验，即培养幼儿音乐

的审美感受力，并激发其审美情感。幼儿作为不成

熟学习者，思维以具体形象为主，并带有一定直觉行

动性。其内化思维尚未充分发育，对事物的认知需

要外显的行动参与方式进行，加之幼儿自身音乐各

种知识、能力、相关生活经验的匮乏，以及注意力、自

控力等心理方面能力发展较弱，需要成人用适宜其

身心发展特点的特有方式引导幼儿音乐的学习，尤

其注意培养其兴趣。建构主义也认为幼儿学习应当

是积极主动自我构建过程。因此，幼儿音乐教育必

须打破成人音乐教育单一、教条化模式，应当为其建

立宽松、自由、丰富信息刺激的音乐环境，鼓励幼儿

大胆想象与创作。由此，幼儿音乐学习需要多感官

联合参与的模式，即听觉充分投入基础上结合动觉、

视觉、触觉等。心理学研究也证实，多通道综合感官

学习符合幼儿学习特点，有利于其学习兴趣的激发，

并能唤起幼儿自身生活和意境的记忆和表象，进行

意象思维与想象，进入音乐意境，从而让音乐能为其

理解并喜爱，甚至“沉醉”其间，为将来其音乐能力向

着更丰富、深度方向发展奠定基础。加登纳也认为

儿童艺术发展涉及生命过程中三大系统：制作

（ｍａｋｉｎｇ）系统、知觉（ｐｅｒｃｅｉｖｉｎｇ）系统和感受（ｆｅｅｌ

ｉｎｇ）系统。制作系统就是行动；知觉系统是识别，从

音乐学习角度是对各种音乐形式样式的辨别、确认；

感受系统的产物是情感，从音乐学习角度就是关于

儿童的情绪、情感反应。儿童艺术发展的过程是三

大系统整合、交互作用、产生动态合力的过程。［３］５

综上所述，由于幼儿的学习具有“情境性”、“参

与性”、“综合性”等特点，加之音乐自身的抽象性、多

义性之特性，从理论到实践具体操作上均需要在幼

儿园音乐欣赏活动中大量使用辅助手段。从以艺术

接受者为主体的“接受美学”视角出发，音乐欣赏过

程也是欣赏主体对作品的“二次创作”，应引发幼儿

对音乐的真实感受，将音乐元素如节奏、旋律等与幼

儿经验进行有效联接，并充分调动其各种感官，采用

各样材料与方式的辅助手段，用其擅长的外显方式

进行表现，激发他们全身心投入到音乐欣赏活动过

程中。丰富多样辅助手段的使用能充分打开音乐与

幼儿生命体验的通道，让其能反复而深入地体验音

乐，以“非对象”方式将理性与非理性融合，从而深入

到音乐中去，获得审美愉悦，为审美表现与创造积累

内在功力。虽为听觉活动的音乐，但通过形式不拘，

丰富多样各种形式辅助手段，可以让幼儿不仅能听

到，而且可以“看”到、“触摸”到音乐，并可开放多感

官通道，从而促进内心听觉，累积各种音乐经验。因

此，辅助材料使用在幼儿音乐欣赏活动中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但相关文献甚少。下面就根据查阅文

献以及笔者经验，分别从幼儿园欣赏活动中辅助手

段类型与使用策略方面进行阐述。

二、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中辅助手段的

常用类型

辅助手段顾名思义，就是帮助欣赏主体更好理

解音乐的方式方法。有学者从感觉通道角度将其分

为动作、语言和视觉材料［４］１３７，结合幼儿园教育实

践，本文将其分为三种类型：运动觉、语言和视觉辅

助手段。

（一）运动觉辅助手段

运动觉辅助手段指随着音乐做动作方式“参与”

到音乐中去。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孩子自发地

随着音乐“手舞足蹈”，肌肉运动是幼儿感知、理解和

表现音乐最为自然和重要途径。瑞士音乐教育家达

尔克罗兹认为人类需要通过身体动作对音乐进行感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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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因此，在音乐学习中，不仅要训练耳朵、嗓子，身

体也要练习。他进一步指出，要想取得更好的教学

效果，首先身体要自然放松，才能让大脑与肌肉之间

建立精准链接，进而达到全身心投入，由此在倾听活

动与身体反应相结合的基础上创建了体态律动音乐

教学法。换言之，没有肌肉参与的音乐学习不利于

幼儿的感受力。因此，在音乐欣赏活动中，我们应当

鼓励、引导幼儿自由运用身体动作跟随音乐，尤其是

随节奏做出自然反应。

作为音乐欣赏的辅助方式，要紧扣音乐欣赏这

一目标，动作设计要精简、生活化，避免分散孩子音

乐欣赏注意力，以不造成额外的学习压力。因此，动

作要易学、并多重复，而不能陌生、复杂。活动过程

中还要注意宽松氛围的营造，让幼儿可自然、愉悦地

随音乐进行自由表现。另外，还可迁移游戏中适合

动作。例如，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截取简化成

ＡＢＣ段结构，音乐性质Ａ段活泼跳跃向上，Ｂ段温

柔甜美，Ｃ段刚劲有力，手指游戏（蚊子叮、摸箩麦、

扳手腕）中动作属性分别与ＡＢＣ段相应，可通过幼

儿熟悉游戏中的动作来建立通感［５］１３３，借助游戏让

幼儿深入体验、理解音乐。

（二）语言辅助手段

语言辅助手段指的是具有音乐所表达意境的文

字材料，如故事、散文、诗歌、民谣等，也可根据乐曲

创编文字材料。故事、儿歌等文学作品是孩子们最

为喜爱的“精神食粮”，借助文字材料所描绘的具体

情境可让幼儿直观想象，进而更好地理解音乐，激发

并发展情感。

有的音乐自身带有很强故事性，如普罗科菲耶

夫的交响童话《彼得和狼》，音乐用不同音色的乐器

如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定音鼓、弦乐、大鼓生

动刻画出小鸟、肥猫、鸭子、老爷爷、大野狼、彼得等

生动的形象以及人物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情节；音

乐《龟兔赛跑》、《啄木鸟之歌》用旋律生动讲述了故

事等。此类音乐可先让幼儿自由创想，然后再将作

者意图告诉幼儿，在此主题框架下老师可以和幼儿

一起根据音乐想象合理编构具体的故事发展情节，

让音乐形象丰满、生动，帮助幼儿深入体验音乐。

（三）视觉辅助手段

音乐具有一定抽象性，而幼儿思维具有具体形

象性。因此，视觉材料最为他们能接受并喜欢，是幼

儿园音乐欣赏活动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辅助手段类

型。视觉材料就是帮助幼儿在音乐欣赏活动中理

解、体验音乐的视觉辅助手段（主要通过视觉的具体

的线条、构图、造型、色彩、内容等），视觉材料可通过

具体形象让原本抽象的音乐栩栩如生。根据其是否

静止的角度，可以分为静止、流动材料。静止材料通

过静止的画面表现音乐，可反复观察，有利于精细感

知与记忆，如图谱、图画、雕塑等。流动材料便于与

音乐同步进行，帮助幼儿感知理解音乐动态过程，如

动画、录像、可活动的教具等［４］１３８。当然，流动材料

也可与静止材料进行结合，即与音乐同步开始动态

构图，当音乐结束时形成静态画面以便细致观察。

三、幼儿园音乐欣赏活动中辅助手段的

使用策略

（一）辅助手段性质要与音乐属性一致

作为音乐欣赏的辅助手段，顾名思义，欣赏音乐

是其最终目标，所以辅助手段自身特性要与音乐相

吻合。换言之，辅助手段能较准确地反映音乐自身

的要素，如旋律、节奏、结构、主题、情感等。运动觉

手段的速度、力度、性质等要与音乐的速度、强度、特

点相符；语言材料中的内容、结构、语言、形象以及隐

含的情感脉络要与音乐相一致，在对文字材料表现

时也要注意其声音、情感、音调、节奏等所渲染与音

乐类似意境；视觉辅助手段自身线条、构图、造型、色

彩、形象等须与音乐匹配，动态的视觉材料的过程须

与音乐表现同步，更好地表现所欣赏音乐的流动变

化性。如圣桑《动物狂欢节》组曲中的《狮王进行

曲》，乐曲具体生动形象，但结构比较复杂，为了帮助

幼儿欣赏，可以借助如下文字材料。“大森林里黑洞

洞的，风吹树摇声中隐隐传出了狮王的吼叫声，突

然，猴子从树上滑下来报告说：‘狮王驾到！’乐队吹

起了号角，狮王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狮王高兴地大

叫，乐队用号角为它伴奏，狮王高兴地大吼起来，狡

猾的狐狸带领小动物为狮王跳舞，狮王饿了，大叫一

声把狐狸吃掉了。”［６］３５－４１故事情节与音乐丝丝入

扣，比如猴子从树上滑下来情节对应乐曲起初的下

滑音；用狮王威风行走表示乐曲中雄壮有力的乐句；

低音区的十六分音符上下反复琶音生动再现了狮王

吼叫，高音区轻巧的跳音描绘出狐狸带着小动物们

为狮王献舞情节，最后用高音区三个保持音表现了

狮王一口气吃掉了狐狸。借助故事中生动的动物形

象和情节，幼儿能更清晰感知音乐结构、乐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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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并深入体验音乐情绪。

再以运用最为广泛的视觉材料为例，视觉材料

的设计要与音乐自身或赋予的主题相符，让音乐与

辅助手段共同建构出互相辉映的整体意境。如音乐

《梁祝》，截取其最为委婉优美的主旋律片段，根据音

乐原表现主题及幼儿经验，重新赋予其“蝴蝶找花”

主题［６］２８，教师或幼儿可以操作蝴蝶道具随音乐飞

舞出连绵弧线，乐句尾部停顿时可让蝴蝶自然轻柔

地“停”在花朵上，以切合主题和音乐旋律，玩几遍后

还可尝试分角色扮演蝴蝶和花朵；乐曲《啤酒桶波尔

卡》，根据中班幼儿经验水平，就可以尝试设计“啤酒

桶和小老鼠”为主题图谱。［７］１９６－１９８海顿代表作《惊愕

交响曲》风格幽默风趣，可截取第二乐章最为知名片

段让中班幼儿欣赏，乐曲开头弦乐器轻柔演奏，反复

更轻，在无意间忽然全部乐器奏出强烈和弦，如晴天

霹雳，产生震惊全场的“惊愕”效果，从而乐曲的特点

鲜明而广为大众熟知。根据小班孩子理解水平，可

命名为“吓了一跳”主题，并用各种生动鲜明形象表

现此情景，比如正在轻轻走路的小猫突然被小老鼠

们用锤子用力砸到爪子，笑容可掬慢慢晃悠着脑袋

的圆脸小丑忽然间变成夸张的长脸等，生动有趣，非

常符合小班孩子的年龄特点，能为其喜爱并帮助理

解音乐。

（二）选择适宜类型的辅助手段

为音乐选择辅助手段的类型，首先要考虑到音

乐与之的匹配性。如舒曼的《梦幻曲》，音乐形象较

弱，但旋律平稳优美、细腻动人，带有安静、冥想的色

彩，因此语言材料更加适合帮助幼儿理解。作家冰

波创作的故事《梨子小提琴》，语言优美，具有诗化色

彩，梦幻优美的意境与音乐十分契合［４］１３７。组曲《动

物狂欢节》中的《水族馆》，根据音乐及幼儿已有经

验，可赋予其“小鱼与水草”的主题，选用生动形象的

图画，再设计动作表现水草生长、游动着的小鱼、小

鱼与水草做游戏情景等帮助幼儿深入体验

音乐［７］１４９－１５０。

此外还需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及经验水平。

比如小年龄孩子，思维处于感觉运动阶段，运动觉发

达，因此动作更为其喜爱与接受，也最贴近其发展水

平，可多选用运动觉辅助手段。大年龄孩子可考虑

同时开放多通道，可灵活选取不同类型辅助手段，因

为心理学对感知觉研究证实：人在感知一个特定事

物时，开放的感觉通道越多，对特定对象的把握（理

解、记忆）就越全面、越精确、越丰富、越深刻［１］。

（三）辅助手段自身讲求艺术性

音乐欣赏是审美性艺术活动，作为辅助手段也

要注意其审美性，以便与美妙音乐之间“相映成趣”，

因此，作为审美活动的音乐欣赏活动中的辅助手段

同样需要美感渗透，让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审美

滋养。如语言材料的文字要简洁、优美，具有感染

力，为幼儿理解和喜爱；视觉材料同样需要艺术感染

力，生动有个性、为幼儿理解和喜爱；视觉材料涉及

制作，既要考虑到教育效果，也要考虑投入，即购买

或制作的经济性。如施特劳斯的名曲《加速度圆舞

曲》截取其中最为代表性片段，可设计成图１

图谱［５］１４３。

图１　为《加速度圆舞曲》片段制作的视觉材料

通过形象化画面，幼儿能形象化并清晰地感知

乐曲ＡＢＡ式结构、不同乐段性质。如用螺旋线圈

描述Ａ段乐句不断加速，用细细的各种线条表示Ｂ

段三拍子轻巧中又有点变化的圆舞曲风格等。本视

觉材料只需一只笔就能轻松操作，还能与音乐同步

动态构图，富有个性与艺术感染力，由于设计精妙，

看似简单却能生动、准确地表现音乐，能在教育实践

中取得好的效果。

（四）尊重幼儿自由与个性的表现

需注意的是，在音乐欣赏活动过程中，当幼儿

“有感而发”做出与教师设计不一样动作时，只要其

与音乐性质相符，就应当尊重他们个性化的表现。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也提出“应支持幼儿

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表达”，“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

创造的快乐”。

另外，当幼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基础之后，教师

还可尝试与幼儿共同探究设计表现音乐的动作、图

谱、故事等，让其发挥充分想象力，尝试用不同手段

方式方法自由进行“二次创作”，在不同感官与艺术

形式间进行联接，体验到表达、创造、交流的快乐，在

此基础之上还可尝试进行即兴表演等。

３３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五）综合与灵活地使用辅助手段

幼儿的认知方式需要采用综合形式进行学习，

因此，辅助手段也应该丰富与多样，应用起来也要灵

活。上述辅助手段在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实践中并

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完全可以有机融合。多通道

的辅助手段融合使用，不仅能丰富视听感受，还能激

发幼儿学习热忱。如《狮王进行曲》，就可结合语言

材料———故事，并结合图谱，根据故事情节进行表演

游戏。再例如施特劳斯的名曲《加速度圆舞曲》，根

据其奇幻色彩，可以先用语言创设魔幻化的情境：

“森林小木屋里住着一位可爱的小精灵，小精灵有个

很神奇的本领，就是调制魔法汤。咦，谁知道什么是

魔法？”［５］１４２－１４５然后用图谱（见图１）来表现音乐结

构、旋律，之后设计手指轻点（开始施魔法）、从慢到

快手指绕圈（搅拌）、双手交替张开（撒魔法粉）轻轻

摇晃、重重摇晃、看、停顿等系列动作来生动形象地

表现小精灵制作魔法汤过程，最后在瓶盖内涂抹颜

料设计成小魔术，让瓶子中水通过摇晃接触颜料从

而“变色”成为“魔法汤”。活动有声有色，妙趣横生，

整个欣赏过程被串联成完整、充满魔幻的情境，孩子

沉浸其中，充分地进行想象，充分调动积极性，并通

过多种形式深入体验音乐。

上述不同类型的辅助手段的划分也是相对的，

当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其他划分。除了上述

类型辅助手段，还可以灵活、机动地使用其他类型手

段。例如，三角铁、铃鼓、小铃铛等打击乐器；纱巾、

绸带、胸饰、木偶等小道具；运用哼唱旋律、填词演

唱、为音乐配声部伴唱；根据音乐进行情境表演等。

如维瓦尔第名曲《四季－春》片段，可先让幼儿欣赏

并引导其发现音乐里有四种不同性质的声音属性；

再让幼儿看春天景色的视频，链接并激发幼儿经验

并为后来动作创编做铺垫；使用斗笠、彩带、蓝色纱

巾、扇子小道具让幼儿分别扮演农夫、小鸟、流水、雷

雨四种春天里的事物，让幼儿随乐扮演角色并自由

肢体表现。另外，音乐欣赏还可与其他艺术形式如

曲艺、武术、戏曲、歌舞剧、影视作品片段等进行有机

融合，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存在共同的渊源与审美规

律，有助于形成幼儿良好审美心理结构，而且，通过

异质的交融，让方式更加灵活、丰富和有趣，能充分

发展幼儿多种感觉，并让其在活动中获得愉悦和自

信。近年来幼儿园音乐教育走向游戏化和整合化，

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也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幼儿园

课程中。音乐教育家奥尔夫认为集诗、舞、乐、戏剧

为一体的综合课程非常符合幼儿学习音乐的天性。

丰富多样，生动有趣的方法不仅符合幼儿的认知方

式，还可开放多感官通道，打破音乐与生活的界限，

幼儿可以很自然融入音乐中，像游戏、生活一样“玩

转”音乐。多元化的方式让幼儿对音乐的感受更加

敏锐、精细和丰富。因此，采用综合形式体验感受音

乐，不仅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还可以激发幼儿对

音乐的兴趣。

特别注意的是，作为倾听艺术的音乐，首先要培

育“会听的耳朵”，即仔细分辨，因此，无论外在形式

如何，幼儿听觉始终需要被充分调动而不能被稍弱，

要避免看似“热闹”而实质上的“喧宾夺主”，以不断

提升幼儿内在感受能力，激发其内在生命力，进而达

到高峰体验的“沉醉”。

从儿童发展需求来看，音乐教育意味着让儿童

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获取表达、交流、创造和意义

所在［１］。因此，音乐欣赏方式方法应灵活、自由、多

样，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最终目的是儿童能

将其在音乐经历中所获得的一切有益体验的营养渗

透到他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胞”中［１］，借助音乐审美

活动的沉潜反复滋养心灵，由此获得和谐、自然、健

康的人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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