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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叙事研究的方法对幼儿园韵律活动中教师指导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图谱与音乐的融合启发幼儿的感知能

力，游戏与音乐互动可提高幼儿活动积极性，教师的情感投入能带动幼儿积极情绪，而忽视幼儿的生活体验则会影响教学活动

效果。因此，幼儿教师应创设多感官渠道体验，建立教师多元角色观，重视教师与幼儿之间的情感互动，以幼儿直接经验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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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rrative Study of Teachers’Guiding Strategies in Kindergarten
Rhythm Activities

WANG Sheng-ping，LIU Ji-yuan
（Faculty of Education ，Taizhou University，Linhai 317000，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narrative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teacher’s guidance strategy in kindergarten rhythm activities，the re⁃
search finds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graphs and music can inspire children's perception ability，the interaction of games and music
can improve children’s activity enthusiasm，and teacher’s emotional investment can drive children’s positive emotions，while ignor⁃
ing children’s life experience will affect the effec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erefore，kindergarten teachers should create multi-sensory
channel experience，establish a teacher’s multi-role view，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
dren，and have activities based on children’s direc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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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韵律活动又称“律动活动”，是幼儿园音乐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将

韵律活动界定为：“人在音乐的感染下，身体随着

旋律的起伏自由地、富于个性和创造性地再现日

常生活中的种种动态活动。”［1］它强调需要为活动

提供特定的音乐环境，使幼儿在自然的音乐环境

中感受音乐内涵，并以身体动态的形式进行表

现。韵律活动是一种音乐活动，其中也包含了体

育游戏的成分，强调幼儿音乐感受力、表现力和

肢体协调能力。有研究者认为，韵律活动是一种

在音乐的伴奏下、儿童运用一个或一组自然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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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动作来反映其音乐感受的写实性表现活动［2］。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韵律活动

的学习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

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

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3］43。韵律活动需要音乐

和身体的直接参与，身体动作实质上是幼儿对音

乐情感的创造性表达。

本研究所阐述的韵律活动是指幼儿在幼儿

园环境下，通过教师所创造的物质环境和情感氛

围，以倾听、观察、讨论和表演为手段与教师共同

完成的活动。教师作为韵律活动的主体之一，指

导策略势必会影响到活动效果。因此，教师在组

织活动时应充分了解幼儿活动特点，根据理论基

础和实践经验开展有效的集体韵律活动。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的叙述对象是浙江省台州市某公办A幼

儿园中班金园园（化名）老师。金老师的学历为

本科，毕业于某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自毕业以

来一直在A幼儿园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教龄仅三

年，但她凭借着自身出色的表现已经成为一名主

班教师，她性格活泼开朗，善于观察幼儿的行为，

了解每个幼儿的性格特点，并且能制定个性化的

教育策略，在日常生活中能亲切地和幼儿交往，

深受幼儿喜爱。

A幼儿园定期举行集体公开课展示活动，要

求新教师参与展示，在幼儿园教师共同研讨学习

的同时，为新教师提供深度学习的机会，促进新

教师的快速成长。作为幼儿园的“新秀”教师，金

老师经常出现在集体课的舞台上，在准备课程的

过程中懂得不断地创新和尝试，特别是在韵律活

动中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教学艺术，用饱满的

热情帮助幼儿感受音乐的内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叙事研究方法。叙事研究是通

过生活故事或文学作品的形式对研究对象进行

描述与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教育中的叙事研

究，实质是从质的研究出发，相对量的研究而言

的，它强调与教育经验的联系，希望直接呈现生

活故事的内在情节，而不以抽象的概念或符号压

制教育生活的情节和情趣［4］。教育叙事研究对教

育现象和教育问题采用文字的形式，以人文的态

度进行理解和分析，以质朴的故事叙事加以描述

和解释，达到对当下教育行为和现象的认识。对

金老师组织的小班韵律活动“老虎歌”进行了观

察，记录了金老师在活动中不同环节的指导策

略。

三、观察结果和分析

（一）图谱与音乐的融合启发幼儿感知能力

图谱是韵律活动中常见的教学工具，它用生

动的视频或图画导入音乐活动，给予幼儿强烈的

视觉冲击，增强教学直观效果，激发幼儿学习兴

趣，更好地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想象力［5］。生动

的图画形象是基于幼儿具体形象思维的需要，帮

助幼儿了解活动中的主体形象，感受音乐内涵，

吸引其参与活动，为活动的有效开展奠定基础。

教师在使用图谱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图谱内容

选择的适宜，内容的造型、色彩符合幼儿年龄特

点，同时，还要关注图谱与活动整体的联系，利用

适宜的方式，调动幼儿的自主性、积极性，引发幼

儿对音乐的感知。在韵律活动“老虎歌”中，金老

师在导入环节出示“老虎”图谱，并与幼儿就图谱

内容展开讨论。

金老师出示图谱，图谱上是老虎的耳朵。金

老师提问：“你们猜猜这位朋友是谁？”小轩轩说：

“小猫咪。”金老师追问：“有可能哦，这位朋友真

的是小猫咪吗？”然然说：“这是蝴蝶。”金老师肯

定了她的回答：“你觉得像蝴蝶，还有不同的想法

吗？”柠檬说：“是小松鼠。”孩子们纷纷开始讨论

图片中的内容，这时金老师说：“今天我们要用唱

歌的方式介绍这位朋友，你们仔细听一听这位朋

友到底是谁。”随着音乐开始播放，幼儿们开始猜

测讨论图谱里的动物是什么。听完歌曲后孩子

们纷纷回答：“是老虎。”金老师没有立刻肯定孩

子们的回答，而是继续提问：“老虎是什么样子

的？”每当幼儿回答出一处特征，金老师就出示对

应部分图谱，并和孩子们学做动作表现老虎的特

征，直到最后出示完整的图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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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环节中金老师用到了“老虎”图谱，但没有

直接出示完整的图谱，而是通过出示部分内容引

导幼儿进行大胆猜想，并适时公布答案对幼儿的

思考加以验证。同时，金老师除了使用图谱与幼

儿进行讨论，还在活动中穿插了音乐、教师表演

等元素。丰富的表现形式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

帮助幼儿将“老虎”的形象与音乐相联系，为接下

来的动作创编和随乐律动环节奠定基础。图谱

的运用不只停留在看图说话层面，教师需要将图

谱与音乐、动作等元素有机结合。

（二）游戏与音乐互动提高了幼儿活动积极性

热爱游戏是幼儿的天性，他们能够在游戏中

感受乐趣、体验生活。快乐适切的游戏活动不仅

能增强音乐活动的愉悦体验，提高幼儿对活动的

参与度，而且能帮助幼儿更加趣味化地理解音乐

特征、角色内涵以及提升交往技能，最终获得人

格品质的发展［6］。韵律活动中，游戏以一种互动

的情境存在，是幼儿与同伴的互动，与音乐的互

动，同时，也是与教师之间的互动过程。教师作

为活动中的引导者，应明确自身在游戏中的主导

作用，承担组织者、评价者和参与者的角色。教

师在融入幼儿学习的过程中，帮助幼儿在游戏中

完成音乐学习内容的接触、理解和融合，提高幼

儿学习积极性。金老师在韵律活动“老虎歌”中

设置了“老虎来了”的游戏，以下是游戏活动“老

虎来了”的片段记录。

在“老虎来了”游戏中，金老师请另外一名老

师扮演“大老虎”。在第一轮游戏结束后金老师

展开话题：“你们刚刚看到了什么？谁出现？”幼

儿们纷纷回答是大老虎来了。金老师进一步提

问：“大老虎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琪琪边说边

做跑的动作：“跑开老虎。”金老师跟着她做逃跑

的动作并提问：“你们还有哪些不同的想法吗？”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法，

最终确定了可以用“木头人”的方法。“老虎来了”

的游戏正式开始，金老师带着孩子们随着音乐自

由摆动，音乐停止时一些孩子还在走动，金老师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悄悄地说：“孩子们，老虎就

要来了，快点变成木头人。”这时他们也跟着老师

学做木头人。

游戏过程中，金老师始终伴随着歌唱和律

动，在她的引导下幼儿歌唱的声音越来越高涨，

积极地进行随乐律动，对教师的行为作出回应。

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律动信号，自然地调动起孩子

们活动的积极性，在沉浸式游戏中感知和学习音

乐律动。游戏是儿童的天性，是儿童的基本活动

方式，是幼儿园组织教学的基本手段［7］。创设游

戏情境的同时应关注到游戏的开展方式，利用声

音、图片、动作等丰富的元素，使音乐学习内容和

游戏有机结合在一起，营造更加有趣的课堂氛

围，帮助幼儿自主、有效地掌握音乐技能和情感。

（三）教师的情感投入带动了幼儿积极情绪

韵律活动中蕴含着幼儿对音乐的审美体验，

审美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主体强烈的情感活动，在

这些风格迥异的音乐活动中幼儿感受着音乐的

声律美和韵律美，陶冶着自己的性情和品格［8］。

教师在活动过程中同样拥有自己的审美体验，并

将这种审美体验化作表现形式，在活动中教师的

表情、神态、语言和动作能反应出其音乐感悟力，

这些情感表现能帮助幼儿更好地体会音乐的内

涵。通过情感营造丰满而具有感染力的氛围，使

幼儿获得积极的情绪，并大胆地参与到教学活动

中。教师通过这种途径在游戏中保持师幼之间

的情感联系，使幼儿通过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提

高感知音乐之美的能力，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金老师在音乐韵律活动“老虎歌”的游戏环

节中，通过自身的动作、语言和表情等多种形式

表现出富有感染力的角色形象，营造出引人入胜

的游戏氛围。在开始律动游戏前金老师用响亮

的声音告诉幼儿：“我们要到森林里玩啦！”紧接

着金老师跟随音乐做出老虎张牙舞爪的动作，时

而歌唱时而与幼儿互动，幼儿对金老师的行为有

积极的反应，园园一直盯着老师看，她的身体也

随着老师一起摆动，表演得十分“卖力”。当音乐

变换“老虎”来临时，金老师立即原地不动，并紧

皱眉头，轻轻地对幼儿说：“大老虎要来了，大家

快躲起来。”孩子们赶紧停下不动，即使在“大老

虎”走后，仍然有幼儿原地不动。金老师缓缓地

对大家说：“有小朋友被大老虎抓住了吗？”小朋

友们也轻轻地回答：“没有。”听完他们的回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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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露出开心的表情，并对大家说：“我们成功躲

过了大老虎，快跟自己的同伴抱一抱庆祝一下。”

本环节中幼儿沉浸在游戏的情境之中，这

与老师丰富的情感投入密不可分。活动的情感

投入建立在深度理解音乐情感的基础上，抓住

音乐中音律的起伏变化并选择合适的表现形

式，做到有的放矢。教师在活动中帮助幼儿掌

握歌曲的歌词内容和律动节奏，进一步表现歌

曲的情感态度。

（四）忽视幼儿的生活体验影响活动效果

在韵律活动组织中，并非所有活动内容都能

对幼儿起到正面作用，脱离幼儿生活体验、忽视

幼儿兴趣的题材会影响活动效果。幼儿不是带

着“空的脑袋”进入活动，幼儿在活动前已经具有

丰富的、来自日常生活和学习的认知经验，幼儿

园活动内容建立在这种直观认知的基础上，使幼

儿能够自主地在活动中建构认识。韵律活动是

一种具有感情特性的创造活动，其具体形象性、

情感渗透性都与幼儿本身特有的纯朴性、浓厚的

生命色彩以及自由创造的特质相吻合［8］。韵律活

动在内容的选择上应重视形象性和淳朴性，贴近

幼儿生活经验并尊重幼儿的兴趣和需要。脱离

幼儿已有经验的活动内容，难以反映幼儿真实的

生活情境，影响幼儿活动经验的获取。

在“老虎来了”游戏准备环节，金老师与幼

儿讨论“当老虎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在环节设置中已经预设了用木头人的方式躲

避老虎。孩子们有各种想法：“我们可以用枪

打倒他”“把他推开”“马上逃走”。金老师追

问：“我们是在森林里哦。”又有孩子回答：“打

报警电话。”孩子们的回答没有向金老师的预

设方向走，这时还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这

时一个女孩子说：“可以躲起来。”老师见状说：

“我们见到老虎还可以躲起来，学木头人原地

不动。”

游戏准备环节凸显了游戏主题选择的重要

性。在讨论“对付老虎的方法”中，幼儿发挥自

己的奇思妙想，其中不乏有结合生活经验的实

际解决方案。金老师没有肯定幼儿创造性的

回答，造成了幼儿讨论的混乱局面，直到一名

女孩子说出预设的游戏方式时才着手继续进

行下面的游戏环节，实质上是一种不必要的讨

论。面对金老师提出的玩法，孩子们表现出茫

然的安静，无法衔接对玩法的理解。活动游戏

准备环节目的是激发幼儿的思维，发展其解决

问题的能力，而教师预设的环节反而阻碍活动

进程，进而致使这一互动环节失去了原有的意

义。在组织活动内容时，教师应全面了解幼儿

的已有经验，将教材内容不符合实际的部分剔

除或生活化处理，使幼儿获得更加真实、质朴

的审美感知。

四、讨论与建议

（一）创设多感官渠道体验

音乐是一种关于听觉的艺术，更是触觉、视

觉等多感官沟通参与的艺术。音乐教育不仅仅

指向音乐学习、音乐表演，而且也常常指向音乐

的情感体验［9］。韵律活动作为一种音乐表现性活

动，教师在设计活动时经常只关注到幼儿最后的

随乐律动表演，却忽视了活动中幼儿感受音乐的

过程。即使教师意识到感知音乐的重要性，在组

织时也往往采用单一的聆听音乐的感受形式。

依据幼儿年龄阶段特点，其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

段，认识依靠实物、图像等具体形象，缺乏对抽象

艺术的感知能力，单纯的聆听音乐对幼儿的影响

是有限的。因此，在组织音乐活动时，不仅要给

予幼儿倾听音乐的机会，同时，要通过直观、形象

的方式展现音乐内涵。教师可以使用诸如图片、

实物和多媒体等工具，帮助幼儿感知音乐和理解

音乐。从感觉器官的角度看，视觉对幼儿拥有最

强烈的刺激，符合幼儿喜爱具体形象的年龄特

点，能起到吸引幼儿注意力的作用。聆听音乐能

使幼儿直观地感受其中的情感，引发思考并对音

乐内涵进行理解和再创造，为创造性的律动动作

奠定基础。幼儿天性活泼好动，身体的活动和接

触能够提高兴奋度，并将音乐情感赋予具象化的

意义。在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中，多元的感官体

验有助于儿童更深刻、更细致地认识音乐所表达

的内容，激发情感，产生共鸣，促进儿童立美求真

的创造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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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教师多元角色观

教师的多元化角色观体现在教学活动的各

个方面，教师是创设环境和设置内容的组织

者，是帮助幼儿表达的沟通者、引导者，同时也

是对幼儿行为表现进行价值判断的评价者。

树立多元化角色的观念，可从不同角度发现与

解决活动中面临的问题，创造性地应对教学事

件。上述案例中，金老师在游戏环节中以游戏

者的身份推动活动的正常进行，体现了在特殊

环境下用不同角色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音

乐活动的组织需要教师运用教学智慧，为幼儿

创设开放、自由、宽松的游戏环境，提供给幼儿

更多的自主自由选择与表达的机会，及时发现

幼儿富有创造性与个性的音乐表现方式，并予

以积极的赏识与鼓励［11］。一方面，要善于挖掘

教师的非权威性形象，建立与幼儿平等的对话

情境，运用个人的表现魅力激发幼儿的思维和

活动兴趣，深化师幼间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

要拥有灵活的教育智慧，分析所处情境的具体

情况，合理利用角色推动活动的开展。在游戏

情境中倡导幼儿教师主动与幼儿构建游戏共

同体，主动沉浸于儿童游戏中，充当游戏者的

角色，对儿童游戏中的外显游戏规则与内隐游

戏规则进行区分，清晰游戏规则与自由的界

限，把握好游戏指导的张力［12］。

（三）重视师幼间情感互动

音乐不仅是人们进行情感体验的过程，更是

情感表达的过程，幼儿在活动过程中会积极地进

行情感的表达，包括语言和肢体动作，音乐带给

个体最大的感受是情感开放的舒畅与满足，这种

感觉常常使人萌生行动的欲望［13］。韵律活动是

重视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的活动，同时，也是重

视个体之间情感互动交流的活动。教师作为情

感沟通渠道的建构者，在组织教学活动时需积极

发挥自身的导向作用。音乐修养是教师实践音

乐教学活动的基础，自身掌握的音乐知识是活动

有效开展的前提保障，提升自身音乐素养是帮助

幼儿感知音乐情感的首要工作。思想上重视音

乐教育活动，首先，教学内容的准备应掌握活动

中歌曲的内涵，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与幼儿兴趣相

适宜的内容；其次，教师要重视自身的表现对幼

儿的影响，明确自身在活动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利用好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声音、表情、肢体动

作引导幼儿理解音乐内容。多媒体技术的普及

使得幼儿园教师经常将其作为辅助教学手段，客

观上为教学提供了便利，而机械地生搬硬套则会

给幼儿的审美体验带来阻碍，教师运用身体的情

感符号能为活动增加个人教学魅力，从而带来更

佳的教学效果。在韵律活动中，教师要以审美情

感为核心，将审美与情感融入到活动中去，同时

把音乐与其他艺术融为一体［14］。

（四）以幼儿直接经验为基础

韵律活动是一种感知美的活动，韵律活动的

美来自对日常生活中精彩的发掘与再组织，这种

美感与幼儿生活联系密切。生活、学习与劳动是

幼儿进行各类学习活动的首要场所，其为幼儿的

学习和发展提供了各类图像、声音和符号等基本

经验，幼儿园教育内容要回归生活，回归幼儿的

学习和发展规律［15］。教师在选取音乐素材时，往

往会选择已有的、成熟的教学活动材料，而成熟

的教学材料会随时代的发展改变其原有的存在

价值，教学内容是教师和幼儿共同操作的教学材

料，应当同时考虑教师和幼儿的特点，有价值的、

适合幼儿的教学材料应来源于幼儿的实际生活，

来源于幼儿的直接经验，符合相应的年龄发展特

点和兴趣需要。针对幼儿思维具有形象性、行动

性的特点，活动材料的选择当以幼儿日常生活为

依托，发掘具有直观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的部

分。在活动中幼儿善于将这些美的体验化为内

在的生命力，这更需要教师深入了解音乐、律动

与幼儿的关系，将这些生命力通过合适的手段反

映在现实生活中，丰富幼儿的情绪情感体验。

音乐是生命的原发活动，是个体生命情感的

重要体验方式，而情感体验是每个幼儿个体独特

的生命运动过程［16］。韵律活动不仅是教幼儿学

习歌唱或表演，更是丰富幼儿情感体验的一种手

段和途径。教师应在活动中积极建设生活化的

音乐活动，通过轻松愉快的演奏、表演抒发幼儿

情感体验，鼓励幼儿以音乐的方式表达情感，满

足幼儿个体生命成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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