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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研究从幼儿音乐教育综合能力现状及提升途径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索，依据调研，对

于当前幼儿教师音乐教育方面存在的内容及其认识、音乐教学活动设计、专业培训内容及音乐

教育综合能力评价等方面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基于当前幼儿教育音乐发展状况，阐述当前幼儿

教师音乐教育理念观念需要创新、幼儿音乐教育活动形式需要多样化、幼儿音乐教师教育专业

培训内容需要进行系统建设、幼儿教师音乐教育能力综合评价标准需要系统构建。通过对其教

学与评价结果检测，不断提升幼儿音乐教师综合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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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paths of comprehensive
music education for young children. Based on research, it examines issues in content and perception
regarding music education for current pre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music
teaching activities,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ntent, and the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ve music education
capabilitie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music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t argues
that there is a need to innovate i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music for young children, diversify the
forms of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professional training content for music
teachers, and systematically establish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music education capabilities.
By monitoring the results of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it aim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music education capabilities among preschoo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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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现状分析

中国的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现状在各个维度中

存在积极的面向和问题的面向，国家规定音乐教育对于学前

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能对幼儿全面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且体现教育教师的素质教育导向以及幼儿美育的重要性，

但国家教育相关要求未能得以完全落实。主要由于当前幼儿

教师音乐教育思想上的滞后观念，即停留在技能训练层面上，

没有达到音乐教育思想情感性和创造性、审美性的价值境界，

导致其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的问题，即音乐教育在对幼儿影

响和促进发展方面的潜在优势未能充分地体现，简单化、静

态化的形式与内容[1]。

2 影响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的因素分析

幼儿教师的音乐教育综合素质提高受到诸多方面的影

响，包括教师自身的素质、幼儿教师的思想观念、培训机制

及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此，首先是幼儿教师的音乐综

合素质问题，因为教师本身的音乐综合素质关系到幼儿在音

乐教育方面接受的质量是否优良，当前的很多音乐教育教师

在音乐专业的知识掌握以及相关专业技能方面不足，使得他

们没有能力将自身的音乐教育传递给学生。其次是教育思想

理念的问题，还有很多教师认为在音乐教育方面的学习就是

技能方面的学习，并没有意识到音乐教育与自身的情感、审

美以及创造力方面关系很大，并不能大力弘扬学生在音乐方

面的综合性品质。最后是培训机制方面的问题，由于相关国

家开始有相关的政策“国培计划”，但实践过程中国家给的

培训内容并没有和教师的需要有着良好的匹配关系，并且在

“国培计划”中设置的内容和教师缺乏实用性以及针对性等

问题使得他们的实用性及可操作性低，很多的幼儿教师很难

将自身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投入实践工作中[2]。在其他方面

还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在很多的地区音乐教育资源不足的

问题使得社会文化对音乐教育问题不关注，使得在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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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环境方面存在着问题，并影响幼儿教师在实际音乐教

育中的教学积极性与创新能力。

3 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提升面临的主要问

题

3.1 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理念的滞后

幼儿教师音乐教育教学思想的陈旧与滞后主要受到多

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影响，最终表现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幼儿教师音乐素养较低，很多幼儿教师没有接受过专

业的音乐教育，这导致其在音乐教育教学中不能将艺术性与

教育性进行有机统一，更忽视了音乐教育对幼儿进行情感、

审美以及创造上的特别意义。第二，原有的思想观念仍然占

据着主要地位，许多教师将音乐教育教学看成技巧、技能的

训练，注重技巧、技能的掌握，而忽略了审美与人文教育对

音乐教育教学的意义。第三，教育政策和教育机制依然落后

于时代的发展，在国家提出要加强美育，开展相关教育教学

的要求之后，却因为具体的教育教学存在着薄弱之处，在开

展具体音乐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音乐教育存在不受重视以及

资源不足等现象，这就使得教师在具体教育过程中缺少足够

的创新和动力等[3]。第四，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存在短板，如

教师缺少科学、有效的培训和持续的支持，教师缺少持续、

有效的专业发展动力，最终也导致理念创新的滞后。

3.2 幼儿教师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单一性

幼儿教育从业者开展音乐教学活动单一性，主要在于音

乐教学活动的目的意识和技术能力不足。首先，在现行幼儿

园教学活动中，教师常常简单地把音乐教育活动设计为单纯

的声音重复、节拍练习等技术活动，轻视音乐活动丰富性的

情感传递、美感浸染以及创造性思维的熏陶等本质。因此，

活动设计不够丰富而导致的活动单一性便体现在幼儿的音

乐学习上，难以对幼儿的音乐兴趣与创造力产生有效引领。

其次，教师未能依托自身丰富的活动设计能力完成整合性设

计的幼儿园音乐活动的创建，不能有效整合音乐与语言、动

作、绘画、色彩等活动，以利于幼儿多种能力与层次的教育。

最后，基于预设教材与教学模式的设计，教师活动设计中，

缺乏对幼儿个体差异及灵活性的重视与考量，导致音乐活动

设计偏离幼儿实际学习及其兴趣，最终造成活动效果差[4]。

3.3 幼儿教师专业培训资源匮乏与实践机会的缺乏

第一，幼儿教师自身音乐专业技能提高受师资培训渠道

单一，音乐技能及兴趣缺失，或自身的艺术特长，师资技能

及能力存在不足等限制。第二，幼儿教师音乐教育工作的师

资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内容偏学科化和知识化，很难对音

乐课开设模式进行更新，不适用于幼儿音乐教育实践及教学。

第三，教师继续教育与专业建设落实不到位。开展多种形式

的活动，以提升幼儿教师的综合能力和思想品德。第四，音

乐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5]。幼儿教师缺乏跨学科的能

力，对其他教育领域没有考虑过多，忽视了音乐课程和其他

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阻碍了幼儿综合能力的发展。

3.4 幼儿教师音乐教育评价体系的不完善

首先，幼儿教师音乐教育教学评价体系的不合理性阻碍

了教师专业素养的培养与幼儿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目前，

幼儿音乐教育教学评价只关注教育教学内容形式以及结果

的落实与考核，对幼儿教师音乐教育思想、情感、创造力等

方面的评价不到位，忽视了教法比不上育法，幼儿教师在实

际音乐教育教学实践中更加注重音乐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的

传授，而忽视了幼儿的音乐审美引导工作，导致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幼儿音乐教育教学的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其次，

由于缺少科学性、严谨性以及全面性的幼儿音乐教育教学评

价标准，忽视了幼儿音乐教育教学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导致

幼儿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缺乏进一步明确的目标与方向，

不利于提高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4 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提升的创新路径

4.1 强化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理念的创新与实践应用

目前，音乐教育理念在幼儿音乐教育上的创新实践还不

是很深入，使得幼儿音乐教育只注重技能教育。很多幼儿教

师一味地注重音乐的技能教学，很少注重音乐教育在幼儿音

乐教育中的综合教育，如注重培养情感、审美以及创造性等

方面，这样不利于幼儿在音乐教育上的综合提升。对此，一

方面幼儿教师需要更新原有的教育理念，提高幼儿音乐教育

中对音乐教育的价值认知，发挥其育人的价值，注重其对培

养幼儿的情感表达、审美创造和创造思维等独特价值；另一

方面音乐教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可从技能教学到多学

科融合发展。通过对音乐教育的多元智能特点的教育作用，

进行教学活动，让幼儿从多元的角度思考，从多元的角度学

习，培养幼儿的兴趣爱好。

4.2 多元化音乐教育活动设计与实践策略的应用

目前幼儿园教师在实施音乐教学活动时，出现的简单化

问题，主要是由于对音乐教学作用的认识过于狭隘，教学活

动经验较为缺乏，造成幼儿园教师将音乐教学简单理解为对

乐曲进行音符模仿、节奏练习等简单的训练过程，并没有将

音乐的情感表达、审美情感、创造性思维形成进行有机地考

虑，这就容易造成教学活动单一化，不能有效激发幼儿的参

与热情与创造性。对此，要从音乐教学的自身意义角度思考，

鼓励教师们充分肯定音乐教育的作用，在明确音乐活动的教

育价值外，与其他学科的内容相结合，多维度地开展教学活

动，使幼儿园的学生在音乐中、生活中，感知和发现不同的

科学与技术的内容、特点及操作方法，鼓励幼儿与他人分享

与同伴合作[6]。

4.3 建立科学合理的幼儿教师音乐教育专业培训体系

目前在幼儿教师音乐教育实践培训中的幼儿教师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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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业培训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解决教师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传统的幼儿教育音乐实践培训中的教学培训都是

按照音乐教育的培训制度进行教师培养的，忽视了对幼儿教

师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往往缺乏实践教

学经验，教师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在培训内容

上也单一，单点地进行音乐教育，对音乐教师的要求主要是

音乐能力，而其他方面的能力缺少专门的系统学习，对幼儿

教师的综合素养的培养存在一定的局限。培训体系非常陈旧，

对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比较滞后，无法有效利用这些有

效的信息进行教育培训，使培训的覆盖面和实效性不足。因

此，要从强化实践性、优化多元性，创新途径性等三个方面

进行科学合理的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的提升。

4.4 完善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的评估机制

在当前的幼儿教师音乐教育教学过程中，评价方式的构

建还存在一定难度。当前评价方式的确定都过于偏向于教学

的结果评价，即对幼儿的成效、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而缺

乏对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幼儿的教育感化、启发以

及体验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评价，所以当前的评价方式不足以

对幼儿教师的音乐教育教学的整体能力进行合理评价，因为

缺乏一定的多元化构建，所以目前的评价模式还不具备多维

度的特征。

其次，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建设需要跳出单一以知识、

技能考核为主的传统体系，向教师能力结构多元评价发展，

评价体系不仅要涵盖对教师教学成果的评价，还应涵盖教师

对学科专业能力的评价、对教师创新能力的评价以及教师与

幼儿互动的教学魅力和情感传递因素的评价。这就需要评价

体系设计时更加注重对教师在真实教学场景中如何对幼儿

的音乐感知、音乐表达进行引导，如何对幼儿音乐学习经验

进行充分积累，如何通过音乐教育实现幼儿在情感表达、交

往方面素质的提升的考察。

考核指标设计不仅要体现指向性、分层性，不仅要评价

教师的课堂教学表现，还要对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课后反

思调整做出评价，以便总体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做出评判。

5 结语

加强对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力的培养，除了关乎幼

儿教师自身的发展，还是实现幼儿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基础。

由于幼儿教育理念的更新、社会发展对幼儿音乐教育重视程

度提高，如何培养幼儿教师的音乐教育综合能力，成为我们

现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提高幼儿教师音乐教育综合能

力，创新音乐教育理念、开发多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活动、建

立健全的培训体系与考核方式，为幼儿教师的发展提供一种

更好的科学与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发展了幼儿自身，给幼儿

的未来学习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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