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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音乐课程促进幼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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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幼儿的学前教育是幼儿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而音乐活动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将多元智能理论引入课程设计中"丰富了课堂活动"并利用多元智能量表来评估幼

儿在课程前后的多种智力因素得分$通过评估可得"音乐课程能够显著促进幼儿多种智力因素的发展"并且能够使其发展更

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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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
$"

年代"加德纳教授提出了多元智能

理论)

#

*

"提出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化的"每一个人都拥

有语言文字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自然探索智能+视

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旋律智能+人际关

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目前国内将多元智能理论

用于学前教学实践的研究大量出现"为多元智能理

论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A'

*

$音乐教学

在幼儿园日常教学活动中占有很大比例"音乐教学

会对幼儿音乐节奏智力因素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

用)

EA%

*

$同时"音乐课程教学也会对多元智能理论

中的其它智力因素产生正面影响"通过查阅文献"发

现之前多元智能理论在音乐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和研究仍然较少"尚缺乏定量的研究$本研究尝试

在多元智能理论的框架内"利用音乐课程教学来促

进幼儿园大班幼儿多种智力因素的发展"并通过引

入量表的前后测量来评估不同音乐教学对于幼儿不

同智力因素的影响程度"为多元智能理论在幼儿园

音乐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提供建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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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案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两

个大班的幼儿"每个班各
&%

名幼儿$两个大班一个

为实验班"一个为对照班$两个大班幼儿在生源+课

题开展前的教学模式+性别比例+家庭背景等方面并

无太大差别

#二$研究过程

%

#

&课程设置#音乐课程教学设置是节奏声势教

学"歌唱教学"体态律动教学"音乐赏析四种$学时

安排#依托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我的课程将进

行
'

个月"一共
#%

周"每周进行
&

次音乐课程教学"

其中节奏声势教学+体态律动教学每周各一个学时

课程"歌唱教学和音乐赏析合为一个学时"共计
'$

个课时$

%

!

&量表前测和后测#量表前测时间在第一周教

学开始之前"后测时间在第
#E

周或者
#%

周展开$

%

&

&数据处理#将搜集数据先通过
52K5.

整理和

分析"然后用科学绘图软件
)+3

M

3,

等绘制成曲线图

和光谱图$

#三$研究工具

,幼儿多元智力评定问卷-...

!""$

年山西大

学赵龚,幼儿多元智力评定量表常模的建立和评

价-"通过对全国
&&

所不同类型城市幼儿园调查"建

立了幼儿多元智力发展的评定常模以及幼儿多元智

力发展的评价体系$量表问卷分为教师问卷和家长

问卷一共
$!

道题$其中"语言逻辑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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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道!数理逻辑

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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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道!视觉空间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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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身体动觉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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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音乐节奏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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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人际交往

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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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知自省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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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自然观察智力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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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实施案例

用多元智能理论来指导音乐课程设计的重要意

义是能够以多种智力因素的视角来发掘和丰富音乐

课程教学过程中能够促进相应智力因素发展的教学

模块)

BA#"

*

$脑科学的研究进一步证明音乐对于个

体的认知发展具有明显地积极作用"其中音乐中的

节奏对于幼儿的数理逻辑智力具有积极的迁移作

用"并且与幼儿的阅读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此

外在音乐活动中能够发展起来听觉+视觉以及运动

能力"幼儿在音乐活动中的参与对于自我认识和人

际关系智能的影响尤其重要$因此在本研究的课程

教育中特别突出了能够促进幼儿多种智力因素发展

的模块和方式$下面以,噢/ 苏珊娜-教学片段为例

来说明这种倾向$

#一$第一课时节奏教学%促进幼儿音乐节奏和

语言智力的发展

第一次课程!首先播放英文版歌曲"噢# 苏珊

娜$!教师用热情的%自由的舞蹈带动学生情绪!幼儿

在这种氛围中!更好地感受该乐曲所特有的愉悦%轻

松&之后教师引导幼儿发言!这首音乐曲目给你怎

样的感受' (引导幼儿对音乐初步的感知!发言和自

由的舞动能够促进幼儿音乐节奏智力和语言智力)*

然后学生在观察后进行交流!教师对学生模仿的动作

进行指导!使得学生的动作更加轻盈!整齐&进而!让

幼儿自主律动表演&此时!张馨文小朋友显得十分拘

谨!几乎是坐在原位!一动不动!偶尔做几个律动动

作!也显得动作很不自然!教师在发现这一现象之后!

每当张馨文做一些小的律动!就对其进行鼓励!一开

始她的表情显示的十分惊讶!在第三次鼓励她的时

候!她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在进一步熟悉音乐旋律之

后!在教师示范的前提下!幼儿对律动节奏进行创编!

合着音乐跳起来&针对幼儿的音乐节奏智力进行强

化教学"并对幼儿整体和个体产生明显效果"并且幼

儿节奏感的提高能够增强幼儿的数理逻辑智力$

#二$第二课时歌曲学唱%促进幼儿语言智力"人

际交往智力等发展%激发求知欲和表达欲

在复习上节课的律动之后!教师对该音乐作品

的音乐背景和歌词大意进行讲解!进一步深化学习&

这首歌曲来自遥远的美国!歌名叫"噢# 苏珊娜$!苏

珊娜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这首歌曲是她的朋友为

了表达对她的友情专门送给她的!歌词表达了对友

情的珍惜和歌颂&此时!笔者发现张馨文小朋友点

了点头!很专注的在听老师进行讲解&通过讲解音

乐作品能够提高幼儿的语言智力"并且对友情的认

知能够促进人际方面的能力$之后!教师简单介绍

美国乡村音乐!简单演示吉他这种为美国乡村音乐

伴奏的主要乐器&吉他在幼儿教学中并不常见!因

此极大地调动了幼儿们的好奇心&在全班幼儿中!

苗一伟小朋友在平时一日活动中十分不爱表达!而

对五大领域中的科学!语言!逻辑都十分感兴趣!此

时!笔者关注到他开始跟随着音乐点头打节奏!可能

加之前几节别开生面的音乐课!他开始对音乐艺术

课给予关注!并且产生了好奇心&之后教师进行了

范唱!不少孩子都伴随着老师的声音哼唱起来!在学

习了歌词之后!孩子们唱的更起劲了&教师便在本

节课结束之前将之前学习的律动表演和歌唱相结

合!让幼儿自发的进行对于该音乐作品的情感抒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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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达!即律动表演!用之前学习的律动边唱边跳&

通过新乐器的引入将幼儿们的热情带动出来"并随

着课程的深入激发出幼儿们的表达欲望$

#三$第三课时学跳邀请舞%促进幼儿身体动觉

和人际交往智力的发展

在欣赏和歌唱了欢快的音乐之后!老师引导幼

儿+这么好听的音乐!我们为他编创一支舞吧!教师

开始跟随音乐摇摆身体!翩翩起舞&并邀请苗一伟

小朋友和老师合作!进行舞蹈示范!老师一边讲解舞

姿!一边对苗一伟小朋友进行指导!请学生们仔细观

察邀请舞的特点以及动作!学习邀请的礼仪动作&

由于是两个人一组的邀请舞!因此舞伴之间要懂得

配合!才能更好的跟着音乐动起来!经过老师的指导

和之后舞伴之间合作联系!明显感觉得到苗一伟小

朋友更加喜爱音乐和律动!而且表现的很积极&邀

请舞的教学一方面是能够促进幼儿身体动觉智力的

发展"另一方面舞蹈的互动和配合对孩子们的人际

交往智力的发展也有明显的影响$随后!学生自由

选择舞伴!张淼霖小朋友平日里活泼好动!但是不懂

得如何和别人分享与合作!邀请舞和其他舞蹈有所

不同!不仅需要舞伴两人的相互合作!而且还需要很

多舞姿的配合!并且舞伴不仅仅局限于两个人之间!

在音乐过门以及间奏时!幼儿需要卡好音乐!换舞伴!

这就更锻炼幼儿之间的人际能力!张淼霖在之前有些

霸道的行为有所改善&最后!全班幼儿一起观看美国

乡村周末
I

-+<

=

的视频!感受美国乡村自由轻松的周

末文化&教师引导幼儿们开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

I

-+<

=

!请学生分别扮演家他手!歌手等等!大家一起来

进行歌舞表演&舞蹈的创作编排能够激发幼儿的发

散性思维"对于幼儿的空间视觉智力+音乐节奏智力+

人际交往智力以及身体动觉智力都有明显促进$

#四$课程教学小结

这个课程案例主要围绕,噢/ 苏珊娜-从节奏+

歌唱+舞蹈三个方面来开展$在三个课时的教学中

包含了多种教学过程"并且每个教学设计又能够促

进多种智力因素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音乐教

学作为一种能够容纳丰富教学手段的课程"是促进

幼儿多元智力发展的理想载体$

三"结果讨论

#一$测试数据分析和讨论

图
#

所示为实验班教师前后测所获得幼儿不同

智力因素的得分对比$由图
#

中箭头走势可以看

出"经过音乐课程的开展"幼儿的言语语言智力+数

理智力+身体动觉智力以及音乐节奏智力都有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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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实验班多种智力因素前后测对比图

的提高"其它四种智力因素也有一些变化$幼儿的

言语语言智力得分平均数由
'!

分提高到
'E

分!数

理逻辑智力由
'&

分提高到
'%

分!人际交往智力由

'"

分提高到
'!

分!音乐节奏智力由
&%

分提高了
'!

分"提高最为明显$同时注意到"在课程开展前后幼

儿的得分差距在缩小"这说明通过音乐课程教育的

开展"不仅能够促进幼儿智力因素的发展"而且能够

缩小不同幼儿之间的智力因素差距$这是因为在音

乐课堂中"不仅有教师一对多的教学模式"不同幼儿

之间的互动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幼儿不仅能够从教

师这里感受音乐的魅力"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也能够

通过与身边的小伙伴的互动中激发出自己的学习兴

趣以及智力潜力$

结合数据表和个别幼儿测试分数可以看出"相

比于教师的评测"家长对自己幼儿的评测普遍偏高"

见表
#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家长视角与教师

视角不同"尽管家长与幼儿有更多的接触时间"但家

长不一定能够客观的发现幼儿身上的优点和短处"

他们看待幼儿带有比较大的感情因素!第二尽管在

上课之前已经强调了评测客观性的重要意义"但部

分家长还是不愿在评测中客观评价幼儿的不足"因

此在很多题目中没有对照自己的幼儿"几乎在大部

分题目中给自己孩子以满分"也有个别家长给了远

低于老师测评的分数$由于前测中家长的评分并不

能真正反映幼儿的自身智力特点"所以在后测中分

数与前测相比变化不大"没有能反映出教学活动对

于幼儿智力发展的影响$对照组与实验组相比"前

测的分数相差不大"说明对照班级幼儿在教学活动

开始之前与实验班幼儿的智力发展情况大致相同"

在对照组的前后测数据对比中发现"虽然没有开展

音乐课程教学"但对照班级幼儿的多种智力因素也

得到了发展"但与实验组相比"特别是在音乐节奏+

言语语言等因素的发展并不是非常明显$

表
#

!

教师和家长前后测评估分数对比

智力因素

实验组 对照组

教师 家长 教师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言语语言
'#?$"U!?'@ '%?"#U#?'E '@?&BUE?$" '$?'@U%?$# '"?@"U!?"! '#?BEU!?''

数理逻辑
'&?$"U!?'@ '%?'#U#?%B '@?$%UE?!" '$?&&UE?'" E&?%"U&?"# EE?#EU!?B@

视觉空间
'#?"$U!?'E '!?%"U#?@% 'E?E$U'?!# '%?%"UE?'$ '#?B#U!?"E '#?%%U#?&@

身体动觉
&@?''U!?%# &B?$EU#?@! '!?%BU'?%E ''?!EU'?%E &$?E%U!?&' &B?BBU&?#&

音乐节奏
&%?BBU!?@& '!?$#U!?%" '!?&BU%?%B '&?%@U%?%B &@?!"U!?'! &$?"&U!?@'

人际交往
&B?%!U!?'@ '&?%&U!?!! ''?#'U@?"% '&?&#U'?EB '"?#!U!?@% '#?"BU!?&$

自知自省
&$?'@U!?'E '!?#BU#?@" ''?"%U@?B" '!?B'U'?&@ &@?B$U&?!# &B?$#U!?!!

自然观察
&$?%EU!?#& '"?EU!?#E '&?#BUE?#' ''?!!UE?%% &B?#'U!?&& &B?%BU!?!%

#二$个体案例分析

在本研究中"着重观察了张馨文%女&和张淼森

%男&两位小朋友的课程表现"在课程案例中也描述

了两位小朋友的课堂表现变化$如图
!

所示"将张

馨文的各项智力因素在课程实施前后的评估分数用

饼状图的方式对比"可以发现该幼儿在言语语言+人

际交往+音乐节奏以及身体动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

高"从之前的较为木讷+说话不多+与周围其它幼儿

的关系较为疏远的状态"逐渐变为能够有效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以及有效与其它幼儿进行互动的状态$

而另一位小男孩张淼森在课程开展之前比较活跃"

比较喜欢表现自己"但在与其它幼儿的交往中较为

0霸道1"不能很好的理解其他幼儿的情绪的需求"通

过音乐舞蹈课程中的参与"张淼森逐渐学会与其他

幼儿进行配合"照顾其他小朋友的情绪感受"较好的

完成了课程中的教学目标"从前后测的对比图%图

&

&中可以看出该幼儿的自知自省+人际交往+音乐节

奏和身体动觉等方面都有提高$从另一个角度来

'



!

总
&'

卷 卢春歌#学前音乐课程促进幼儿多元智力因素发展的实验研究

看"相比于课程开展之前"通过音乐课程的实施"两

位幼儿后测的图像更加饱满"表面各方面智力因素

的发展更加均衡"相对缩小了不同智力因素的差距$

四"讨论与建议

%

#

&将多元智能理论引入音乐课程设计中是有

效开展音乐课程教学的重要手段和理论依据$本课

题在课程活动设计时已经有针对性地考虑了多种相

关智力因素"比如通过引入舞蹈环节不仅能够直接

提高幼儿的身体动觉"并且在活动设计时通过增加

环节有意引导幼儿之间的协作和配合意识$同时在

教学开展过程中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幼儿的表现进行

观察"并根据幼儿的反应来进一步改进相关促进智

力因素发展的活动$

图
!

!

幼儿个体多种智力因素

教学前后评分对比案例#张馨文$

图
&

!

幼儿个体多种智力因素

教学前后评分对比案例#张淼森$

%

!

&通过丰富课程教学元素"能够促使幼儿运用

多种智力参与到音乐课程教学中)

##

*

$音乐课程的

优势在于能够容纳多种教学手段"这与多元智能的

0多元化1特点相互匹配$因此音乐教学不仅能够显

著提高幼儿的音乐智力"而且对其它智力因素"如言

语语言智力+人际交往智力以及身体动觉智力+数理

逻辑智力等多个方面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

&

&根据幼儿的前后测量表分数及课堂观察"可

以看出音乐课程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多种智力的发

展"而且能够相对地缩小不同智力因素之间的发展

差距"促使多种智力因素的均衡发展$根据本研究

的结论"给出关于利用音乐课程教学来促进幼儿多

元智力发展的若干建议#

一是音乐课程在促进多元智力发展上具有手段

丰富+趣味性强+教学活动易于被幼儿接受和参与$

在幼儿园课程规划中应该增大音乐课程的比重"音

乐课程作为一个载体"能够使得幼儿在相对自由和

轻松的课堂中学习和发展多个方面的能力$

二是重视音乐课程开展前的课程活动设计环

节"通过合理地设计将某一活动的潜在的促进效应

激发出来"例如歌唱环节"通过引导儿童将自己对歌

词的感受表达出来"能够潜移默化地促进幼儿的语

言智力$因此将活动设计与多元智能理论紧密结

合"能够为课程达到预期的效果提供坚实的基础$

尽量围绕主题能够引入更多与不同智力因素相关的

活动"比如在音乐舞蹈活动中引入双人舞+多人舞等

环节"为幼儿之间在愉快氛围中相互配合协作提供

更多的机会$

三是充分利用课堂观察记录与量表测量相结

合"有效准确地记录幼儿在课堂过程中以及课程前

后的变化$直接的观察并不能够应对全班所有儿童

的变化"更适合于对个别幼儿进行重点关注$因此

我们需要将量表评估和教师课堂观察有效配合"为

分析幼儿的智力发展状况以及进一步改进课程教学

方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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