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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音乐游戏在幼儿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 

◎席伟
摘要：游戏伴随着幼儿整个童年，一方面游戏是幼儿的生活、学习方式， 另一方面游戏是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健康、

快乐发展的最好形式。将音乐 与游戏结合的音乐游戏学习方式，让幼儿在听听、唱唱、动动、玩玩当中掌握了一定的知识、

技能，在不知不觉中贯穿了常规教育和审美、表达美等艺术教育。一线经验及各种理论表明幼儿教师设定合适的活动目标，

创造适宜的活动环境，提供有吸引力的活动材料，制定有效的活动规则，给予及时的学习反馈能使音乐游戏在幼儿教育教

学活动中更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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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游戏是在音乐的伴随下进行的一

种有规则的、以发展幼儿的音乐能力为目

标的游戏活动。它把具体的教育要求以生

动有趣的游戏形式表现出来，幼儿在听听、

唱唱、动动、玩玩当中贯穿了一定的知识、

技能，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常规教育和审

美、表达美等艺术教育。同时，在轻松愉

快且自由的游戏活动中，幼儿还获得积极

愉快的情感体验和享受，愉悦了身心健康，

培养并形成了他们参与活动的兴趣和积

极、主动的个性，发展了幼儿的自主创造

性。这种以音乐游戏为方式的教法也逐渐

成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手段。 

一、幼儿喜闻乐见的音乐游戏 

生活中随处可闻的音乐片段、随处可

见的音乐律动、随处可敲的音乐节拍……

都有可能成为教育因素。今天，幼儿教师

为实现特定的教育目标而选择、创编幼儿

喜闻乐见的音乐游戏，有助于促进幼儿有

目的、有计划的发展。 

（一）生活中的音乐 

谈及生活中的音乐，丹尼尔·巴伦博

伊姆在《生活在音乐中》讲述到：音乐是

什么？它如何自我表达？实则，它的方式

非常简单，通过声音，实际上也就是空气。

音乐不只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它本

身也是人类的一项创造，旨在模仿自然最

深刻的层面。时常有人认为，音乐只是表

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像爱与恨，尤其是

在剧场音乐中，特别是在没有歌词与 无标

题的音乐中，我们应该知道它也表达一个

人内在的自我，与世界与自然与宇宙的关

系。因此音乐大可超越情感，甚至与情感

无关，它经常提供人类关系的一种缩影，

因而它具有一种超脱的特性，能超越一段

爱的二重超越中的叙述性，无论这是威尔

第、莫扎特还是瓦格纳。 

（二）幼儿游戏 

著名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认为，

幼儿期幼儿为了防止“心理硬化”，在生

命的所有时间里，都需要游戏，即继续去

发出欢笑、歌唱、跳舞、恋爱、尝试和探索。 

可以说，游戏不仅可以令我们的人生

更丰富，而且使生活富有弹性，充满乐趣。

无论是《幼儿园工作规程》还是《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都强调游戏应该成为幼儿

园孩子的基本活动。按照幼儿游戏与教育

教学的结合度将游戏做如下分类。 

1. 本体性游戏 

所谓本体性游戏，指的是幼儿不依据

成人的意愿或受外界强加因素的影响进行

的游戏，而是出自幼儿本身的兴趣和需要，

自主、自愿、自发地进行的活动。正如德

国教育家福禄贝尔所指：“自发游戏是儿

童内心活动的自身表现，是儿童最纯洁、

最神圣的心灵活动的产物”。 

幼儿此刻是游戏的主人，拥有决定自

身游戏的一切权力。幼儿可以自愿地选择

游戏主题、游戏材料、游戏角色、游戏场

地，自己解决游戏中的问题，幼儿按照自

己喜爱的方式游戏，并自主控制游戏活动

的进程，从而获得身心的满足与快乐。 

在幼儿游戏中，角色游戏、结构游戏、

表演游戏、自由游戏都属于本体性游戏。 

2. 工具性游戏 

可以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手段或工具

的游戏被称之为工具性游戏。教师将教育

教学目标、主题融入到游戏当中来，使幼

儿在玩中学习，以更好地促进教育目标的

实现。此类游戏活动需要教师的参与灵活

指导，并以组织者，观察者、参与者、支

持者、推进者的角色出现在幼儿游戏活动

中。智力游戏、音乐游戏与体育游戏皆属

于典型的工具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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