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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学前教育发展的行动、计划,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富有发展活

力,但是农村幼儿园依然是幼儿园教育事业发展的短板,其中农村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活动发展依然比较薄

弱。农村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音乐玩教具匮乏、教师音乐素养薄弱、家长忽视幼儿音

乐教育价值等。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农村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充分利用乡土

资源,丰富音乐玩教具；教师提高音乐素养,更新课程内容与形式；家长更新观念,重视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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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 has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actions and plans that a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t present, China’s preschool education is full of vitality, but rural 

kindergartens are still the short bo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rural kindergartens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The main problems of rural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are lack of music toys, teachers’ music literacy is weak, parents ignore the value of children’s 

music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rural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existing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strategy: Make full use of local resources, rich music toys.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music literacy and updat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form. And parents should update 

their concept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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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存

在的问题 

1.1音乐玩教具匮乏。“巧妇难为无

米之炊”,音乐玩教具不论是对音乐教育

活动质量的提升还是对优化丰富音乐教

育活动内容与形式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

幼儿主要是通过与环境进行相互作用获

得自身的发展。对幼儿和教师来说,缺乏

玩教具的音乐活动无疑是“空中阁楼”。

与城市幼儿园种类丰富的音乐玩教具相

比,农村幼儿园玩教具不仅种类单一而

且数量不足,部分幼儿园只有钢琴和沙

锤,几乎没有自制音乐教具。音乐教具不

完善的一个原因除资金缺乏之外,还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缺乏利用日常

生活中的物品和幼儿一起自制音乐玩教

具的意识,并且部分教师缺乏自制玩教

具的动力。只有当玩教具充足了,教师和

幼儿进行活动和探究的兴趣也会被激发

出来。 

1.2教师音乐素养薄弱,开发音乐

课程的能力比较薄弱。首先,幼儿教师

的音乐素养主要是指音乐欣赏和音乐

教育策略的运用等方面。农村幼儿教师

的音乐素养普遍比较薄弱。与此同时,

教师对于提升自身音乐素养和音乐教

学能力都不太重视[1]。农村幼儿教师音

乐素养薄弱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教师为

转岗教师之前在中小学任教,因“半路

出家”导致的“技艺不精”；另一方面

是因为农村幼儿教师接受培训的机会

较少,并且在职学习和培训的适切性不

足。即使少部分教师接受过系统的学前

教育专业教育,但是其专业素质无法满

足当地学前教育生态发展的要求,即教

师所具有的音乐素养和教育技能不能

很好地适应当地特有的自然、经济、人

文环境[2]。开发音乐课程的能力主要是

指教师能够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实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的要求并结合本班幼儿和当地风俗

特点,设计丰富多彩、富有特色、具有音

乐教育价值的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音乐

活动。农村幼儿园教师在进行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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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多按照教材进行简单的唱歌活

动,对于其它类型的音乐活动例如音乐

游戏、律动、舞蹈、打击乐、音乐欣赏、

歌表演等则进行的非常少,只有在节日

表演活动中由教师和部分儿童进行。 

1.3家长忽视幼儿音乐教育价值,投

入较少。音乐教育对幼儿的生长发育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音乐教育作为一种

艺术教育,引导幼儿欣赏感受音乐,使幼

儿的性情得到陶冶,培养幼儿良好的情

感,与此同时,音乐教育还有利于幼儿身

体健康,促进认知思维的发展。农村幼儿

园幼儿的家长由往往容易忽视音乐对于

幼儿成长发展的独特价值,重视知识的

学习却忽视幼儿素质的全面发展[3]。在

身体方面,音乐教育可以发展幼儿大小

肌肉动作,保证身体的良好发育。在心理

方面,音乐促进儿童想象力、创造力、情

绪情感、社会性和人格等方面的发展,

从而促进幼儿智力的发展。正因为家长

不正确、不科学的教育观念,在日常生活

中部分幼儿家长并不会刻意培养幼儿的

音乐能力,同时对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活

动不会做过多要求。家长更愿意听孩子

背一首古诗而不是唱一首歌。 

2 改进农村幼儿园音乐教育活

动的策略 

2.1充分利用乡土资源,丰富音乐玩

教具。陈鹤琴在著名的“活教育”理论

中,在课程方面曾经提出“大自然大社会

就是活教材”,农村幼儿园教师要具有从

幼儿生活的环境中发现和挖掘幼儿感兴

趣的音乐教育内容的意识和能力。幼儿

不论是在身体发展还是知识经验方面,

作为一个稚嫩的个体都对他所生活的环

境充满了好奇和探究的欲望[4]。幼儿所

处的农村田园生活是不同于城市生活的,

具有自己特色,只要老师仔细观察就会

发现许多和幼儿音乐教育活动有关的生

活素材,例如田野里的蛙鸣,树枝上的喜

鹊声,集市生活经验,田间劳作经验等

等。农村幼儿园自然资源丰富,因此在音

乐玩教具的制作方面,教师完全可以利

用周围的自然资源,这样做既丰富了音

乐教育活动玩教具又能够贴近幼儿生活,

避免了音乐教育活动的千篇一律。更值

得一提的是,在制作音乐玩教具的同时,

能够增加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之间

的互动,增加幼儿对幼儿音乐活动兴趣

和热情。例如,教师和幼儿可以利用小石

子、花生、黄豆和易拉罐或者矿泉水瓶

等来制作“沙锤”,进行打击乐的音乐教

育活动,也可以配合儿歌或者其它乐器

进行节奏的训练。 

2.2教师提高音乐素养,更新课程内

容与形式。为了使农村幼儿园的音乐教

育活动持续健康的开展,并且更具有多

样性更适合本园幼儿,农村幼儿园教师

需要提升自身的音乐素养。幼儿园教师

的音乐素养是指教师要掌握一定的理论

基础知识和开展教育活动的能力。除此

之外,教师还要熟练掌握咬字吐字规律、

掌握正确指挥音乐的技能和技巧等。在

不接受培训的情况下,突然让教师开发

设计适合本园幼儿的相关课程会存在一

定的困难。因此,教育部门有义务和责任

去帮助、支持、引导农村地区幼儿教师

开发设计园本课程。除了开发适宜幼儿

的音乐课程外,农村幼儿园教师还要根

据现实需要具有自制音乐教具的能力。

在开展音乐教育活动时教师要注意不论

是在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还是音乐课

程的设计上,都要具有适宜性、趣味性、

教育性,能够使幼儿感兴趣,而且使幼儿

从原有的发展水平过渡到新的发展水平,

使幼儿保持较高的音乐热情。音乐教育

内容的选择要具有时代性和趣味性,现

在幼儿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视等接触大量

新颖的音乐形式,如果教师还是按照陈

旧的教材,进行简单歌唱教学,幼儿会很

容易失去对音乐的热情和兴趣。在音乐

教育活动的开展形式方面,教师可以借

助角色扮演、游戏及多媒体等形式开展。 

2.3家长更新观念,重视幼儿全面发

展。幼儿的健康成长及离不开教师同时

也离不开家长,农村幼儿园的家园联系

工作尤为重要,因为大部分家长幼儿教

育观念相对落后,不能够很好地认识到

音乐教育的价值。首先,意识指导人们的

行动,家长持有的育儿观念将影响老师

的教育效果,教师要有意识的纠正部分

家长落后、有偏差、不正确的教育观念,

让家长意识到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家园合作能让教育效果事半功倍,

农村幼儿园教师在与家长联系沟通时要

注意方式方法,对家长有一个准确的认

知,对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沟通方式,达

到统一的目的即为了幼儿更好的发展。

家园合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灵活进行,

可以召开家长会或者家长学校、家长开

放日等方式,来让家长以直接参与的形

式学习和认识音乐教育的意义。 后,

教师在进行家园共育工作时要基于现实,

循序渐进,不要只做表面工作流于形式,

要让家长真正参与进来,与教师共同推

进音乐教育的顺利开展。为了获得家长

的信任同时让家长有更多的参与感,在

实施教育计划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邀请家

长一起参与对幼儿的过程性评价,让家

长直观地感受得到因为音乐教育幼儿所

得到的成长与变化。 

3 结语 

农村幼儿园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

个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不仅受到当地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与当地人

口结构、数量以及人们观念密切相关。

解决当前农村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

存在的问题,提升农村幼儿音乐教育质

量对于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当然这也需要广大幼教工作者的不

断努力,共同为孩子创造一个更加适宜

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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