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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是儿童教育的第一步,音乐教育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主要方法之一。音乐教育活动可以

极大地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并促进孩子的实践能力[1]。这意味着学前音乐教育活动的质量直接影响未来

儿童的发展水平。随着人们对音乐教育价值的认识的加深,幼儿园音乐教育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之一,更多的家长和教师开始关注幼儿园音乐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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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is the first step i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music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methods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ctivities.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can greatly stimulate children’s creativity and 

promot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This means that the quality of preschool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directly affects 

the children future development level. With the deepening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music 

education,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people’s attention, and 

more parents and teache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kindergarten mu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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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活动对儿童身

心健康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影响。它是幼

儿园儿童生活,学习和成长必不可少的

元素。这是旨在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学

前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近年来,幼儿

园音乐教育的发展及其伴随的问题已

成为幼儿教育领域中的一个日益热点,

引起了整个社会和教育部门的关注。本

文对幼儿园音乐教学中活动质量做了

相关研究。 

1 幼儿园音乐教学质量不高的

原因 

1.1教育相关工作不能有序开展 

根据对有关幼儿园教育工作者进行

采访可以发现,幼儿园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完成有关

教务管理的任务,主要体现在各级有关

文件和竞赛学习中；二是幼儿园自身的

制度,主要包括听讲课以及其他教学任

务的安排。前者出来后,幼儿园的工作就

是以此为重心的,而日常工作系统则被

搁置,直到上级的安排工作完成为止[2]。

通过相关调查可以发现,幼儿园的教育

和研究工作是间歇性的,这些间歇性工

作不仅体现在时间上,而且体现在内容

上。例如,如果有关组织管理学习地教师

去其他学校交流或请假时,则每周地教

师会议被暂时取消；或者当上级安排的

有关任务下来时,幼儿园里的日常工作

系统会被暂停。还可以发现当安排听课

活动后,大多数教师没有重视,听课也不

做相关记录,过于形式化。 

1.2教师专业素养欠缺 

有不少教师了解音乐教学的重要性,

但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法。例如,在采访中,

教师对音乐教育活动目标的感觉是难

以概括,难以把握。教师很难有效实施,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模仿互联网上的

一些高质量课程以及教学设计,但自己

对教学目标的达成却难以实现。还有,

大多数教师将幼儿园音乐教育等同于

唱歌,内容不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老

师更随意地选择歌曲,经常选择流行歌

曲,孩子不理解歌曲的内容,达不到预

期的学校效果。其次,通过对教师的观

察和评估,可以看出,教师的观察能力,

理论知识,歌曲分析,活动设计以及活

动评估能力不足。 

1.3教师缺乏反思 

在一项调查中,可以发现,教师很少

在工作日做关于教学反思的事情。当然

就算写教学反思也只是过个形式,完全

起不到提高自身水平的效果。而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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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自学很少,一般教师都会说自己

没有多余时间去进行教学反思以及自

我学习。幼儿园并没有严格监督教师进

行相关教学反思,并且教师由于各种因

素没有关注自己的教学反思和自我学

习[3]。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了解到幼儿园

老师没有压力来制定教育计划和对音乐

教育活动的思考。主要原因是幼稚园对

老师进行反思并不是必需的要求。即使

是新来的老师,也只是不定期的检查。教

师经常关注他们的教学活动的结果,而

不是关注老师和教学活动本身。此外,

幼儿园没有形成良好的评估氛围,大多

数教师参加,观察和听课后,教师没有及

时进行相互评估以及学习教育活动的评

估。例如,在音乐教育活动《两只老虎》

中,教师的教育活动结束后,教师没有进

行自我评估,教师没有评估教育活动和

孩子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在教

育结束后允许儿童自由活动。 

1.4教师入职培训机制不完善 

提高教育质量主要在于教师的组成,

而政府对教师的后期教育负有不可避免

的责任。幼儿园教师的职后教育主要有

两种途径,一种是幼儿园或教师的自主

教育,另一种是近年来政府部门发布的

政策实施教育,例如国民教育。调查发现,

幼儿园的继续教育教师人数不多,大多

数是个别的关键教师。教师的后期教育

是不断更新和提高教师知识和能力的最

有效方法。在调查中,可以发现,有关部

门对幼儿园的“要求”比“支持”要多

地多,这主要体现在缺乏后期教育的机

会,后期教育效果很小。近年来,我国的

幼儿教育发展迅速,大部分地区都有相

对较好的幼儿园。但是,总的来说,幼儿

园地教师薄弱,教育水平低。特别是在中

国的大规模农村环境中,教师的脆弱性

和落后的教育观念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

题,作为教育活动的执行者地教师在提

高教育质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1.5家长错误的教育观念与态度影

响幼儿园音乐教学的实施 

在教育过程中,音乐美术教育通常

被忽视,甚至缺失。父母对幼儿园教育的

态度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农村地区,

父母的教育观念普遍不成熟,对幼儿园

教育的了解程度也较低。父母与幼儿园

之间的理解不一致,不理解幼儿园的有

关教学活动,这些因素给幼儿园的音乐

教育带来压力,影响了幼儿园音乐教育

的实施。 

2 在教学活动提高教学质量的

方法 

2.1合理制定教学目标 

首先,应该以音乐教育活动为目的

来反映音乐的内容,其次,应该与孩子的

身心发展相一致,并且老师应该了解每

个孩子的发展情况。同样,目标设定通常

是指四个维度：研究对象,对象的行为,

对象的行为条件和表现程度。目标设定

的理由应合理,表达方式应清晰规范,目

标设定应体现对象特征,并使用尽可能

多的发展目标。最后,目标设定应考虑孩

子的情感和感受。 

2.2开展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 

通常将音乐教育活动的类型视为唱

歌活动,乐器表演,音乐欣赏等,幼儿园

的大多数音乐教育活动主要是以唱歌作

为活动中心,几乎没有其他类型的音乐

教育活动。这既达不到学前音乐教育的

目标,也无助于提高儿童的音乐素养。因

此,在选择音乐活动的类型时,有必要合

理安排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制定适合儿

童特点,适合儿童的活动类型的计划,以

适合幼儿园的实际情况,并加强教师的

专业教育[4]。老师可以自由地应用不同

类型的音乐活动模式来打破播放歌曲的

主要方式,从而使孩子们可向更多方向

发展。 

2.3多样化组织教学 

教育活动通常有集体,团队和个人

的组织形式。作为艺术领域,音乐教育的

组织形式提供了许多可能性。音乐教育

活动应着重于儿童的情感,经历,表演,

他们自己的教育目标为组织教育活动

(尤其是表演和创造力地教师)开展主观

能动性奠定了基础。各种形式的教育组

织丰富了教育活动的意义。让对幼儿的

音乐教育活动成为动态和静态的艺术体

验活动。 

2.4对教学活动真实评价 

对音乐教育活动进行评估要真实有

效的,建立可行的评估机制。首先,评估

必须有效并且能够真实反映教师的教育

状况。其次,评估必须具有特定执行策略

和手段的可行性。重新评估的内容必须

满足多个方面的需求,包括教育,教师评

估,儿童评估和下哦那个和评估等,必须

具有相应的结果或结论,提供真实地反

馈,管理者必须严格执行监督机制。 

3 结语 

如今,许多地区幼儿园的师资短缺,

而年轻教师的短缺更为严重。尽管我国

幼儿园的管理者较以前相比已经非常重

视音乐教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音乐教

育的地位仍然面对着很大阻力。归根结

底,主要原因是教育团队的组成和教育

质量的水平不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

音乐教育活动的实施才能变得容易,幼

儿园音乐教育的质量才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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