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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提出：“艺术是人类感受美、表现和创造美

的重要形式，也是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和情绪态度

的独特方式。”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音乐可以陶冶人

的性格和情感，可以鼓舞人的进取精神。

应该为幼儿创造良好的音乐环境，培养幼儿对音乐的

兴趣，发展幼儿的音乐才能 [1]。”音乐教育是幼儿园美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音乐教育可以提高幼儿欣赏音乐的水

平、培养审美情趣、愉悦身心，还能激发幼儿想象，促进

幼儿智力发展。鉴于 3~6岁幼儿的年龄特点，他（她）们

的学习方式是整体的，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浸润式”的

教育方式更加适合他（她）们。所谓“浸润式”音乐教育，

是努力创设各种条件，让音乐教育如润物细无声般浸润幼

儿的生活、学习和心灵，使幼儿获得全面和谐发展。

音乐来源于生活，我们周围每时每刻都充满着各种各

样的声音 [2]，所谓“浸润”就是要像水一样，渗入幼儿的每

一个生活环节，让她们聆听各种优秀的音乐作品，通过无

形的渗透，让音乐成为有形的力量，利用音乐的审美效应，

让音乐完成浸润式教育的目的。

在幼儿一日生活的许多环节，我们根据不同的活动

场景，利用符合场景的音乐做背景，营造活动的氛围。比

如蒙氏区域活动时，我们会播放轻柔、舒缓的音乐，让孩

子们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活动，轻柔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

幼儿更加专注；比如户外活动时，我们会播放充满动力、

节奏感强的音乐，使人听起来，充满干劲，户外运动充满

激情，如晨间来园我们会播放轻松、活泼的欢迎曲，午餐

时间会播放轻柔、舒缓的轻音乐等。不同的活动场景，

需要不同的音乐来配合幼儿的活动情绪，音乐是最好的

背景。

Kindergartens

Abstract

Keywords

幼儿园浸润式音乐教育的实践探索
王丽红

慈溪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中国·浙江慈溪

摘 要

音乐教育是幼儿园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3~6岁幼儿的年龄特点，他（她）们的学习方式是整体的，以直接经验为基
础，“浸润式”的教育方式更适合他（她）们。某园园本课程IN·爱课程以“浸润式”经验学习的方式践行实施，在此背景
下某园的浸润式音乐教育，通过环境浸润、课程浸润、活动浸润三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试图让幼儿在浸润式的学习中获
得全面和谐发展。

关键词

浸润式；音乐教育；实践探索

【作者简介】王丽红（1982-），女，中国浙江慈溪人，本

科，中级教师，从事幼儿教育研究。



79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23期·2021 年 12月

音乐还可以作为提示，帮助幼儿建立活动规则。比如

户外活动结束时，音乐会出现变化，提示幼儿活动结束时间

到了，可以开始整理材料，这段音乐会持续一段时间，幼儿

在音乐中做好整理，结束活动；和户外活动一样，蒙氏区域

活动结束时也有一段《收玩具曲》，当幼儿听到这首曲子时，

就知道活动时间结束了，可以整理活动材料了；比如在集体

活动之前，我们会用一首大家商量好的曲子，作为活动准

备。音乐的转换和提示，使活动环节的变化非常顺畅，比起

教师的语言提示，更加自然，幼儿更加喜爱，实际操作的效

果更加完美，帮助幼儿在一日生活各环节建立了基础的活动

规则。

在幼儿的一日生活环节中，有许多环节内容，我们都

用音乐做素材。比如早操，我们根据早操的基本动作要素，

选取适合的音乐做素材，从热身操到徒手操再到器械操，我

们选取不同的音乐，创编相应的早操；比如离园，选取《再

见歌》作为素材，让孩子们离园前和老师、同伴说再见，带

着愉快的心情离园，仪式感在活动中充分体现。

幼儿园的课程，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囊括幼儿的所有

活动，这里所说的课程是指某园“IN·爱”课程体系下的

音乐教育课程体系，主要有以下几块。

集体活动是幼儿园音乐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

的音乐课程体系中，集体教学内容以省编教材和上海音乐学

院陈蓉副教授的编著《跟我摇摆》和《从头到脚玩音乐》为

基础，以某园“IN·爱”课程目标为指导，结合主题活动

自行编写了一套园本化音乐教材。因此，我们的集体活动素

材非常丰富，有歌唱、律动、舞蹈、节奏、器乐等内容。集

体教学的活动目标从情感、技能、品质等角度出发，螺旋式

上升，在实践中让幼儿音乐学习更高效。

俱乐部活动，是某园的特色活动之一。一开始的出发

点是为无法及时来园接孩子的双职工家长提供延时接孩子

的服务，我们从幼儿兴趣出发，有效利用园内外资源，成立

了“宝贝俱乐部”，设置了诸如小歌星、小舞蹈家、篮球、

足球、轮滑等项目。对唱歌、跳舞感兴趣的幼儿可以报名参

加。我们聘请了专业的老师给幼儿上课，俱乐部活动让幼儿

在音乐方面的兴趣得到培养。

区域活动中，幼儿可以自主选择游戏内容，音乐区的

设置，让喜欢音乐的孩子在活动中，得到自主学习和发展。

在音乐区中，我们提供乐器，让幼儿在玩一玩、试一试中，

探索发现不同乐器的不同音色、以及演奏方法和声音之间的

关系、用乐器表演学习过的歌曲或乐曲等；音乐区提供表演

的区域，让幼儿可以在其中自主表演学习过的歌曲，听着音

乐表演等。音乐区，是幼儿自主探索和学习音乐的绝佳场地。

某园为了让幼儿有更好的音乐学习环境，专门购买了

许多器材，比如成套进口的钢片琴、木琴，专业的手鼓、沙蛋，

每个年段有配合学期教学内容配备的乐器，我们设置了音乐

专门室，在这个活动室中，放着成套的钢片琴、木琴和手鼓

等乐器，有专门的舞台、音响。当幼儿的音乐学习需要用到

钢片琴、木琴等乐器，可以在这个专门室中开展活动，也可

以借用专门室中的器材。专门室，提升了幼儿音乐学习的硬

件条件，教师有效利用，可以让幼儿的音乐学习更加专业 [3]。

幼儿园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让幼儿获得各

种感受和体验，达到教育的目的。我们每学期开展各种各样

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音乐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有的以音

乐表演为内容，有的用音乐烘托气氛，有的用音乐作为环节

提示。总之，音乐是活动不可缺少的元素。

我们幼儿园的仪式活动有悦动节、有情月、成长礼、

迎新礼等。在这些仪式活动中，音乐的浸润是经常发生的。

比如，悦动节活动，开幕式时运动员进行曲会贯穿始终，以

班级为单位入场，在主席台前的亮相，通常以音乐表演的方

式进行；毕业典礼，幼儿常常以表演的方式，来庆祝自己毕业，

展示幼儿园学习的成果，表达对幼儿园的留恋；成长礼活动

中，幼儿会以载歌载舞的方式，庆祝自己成长，欢迎弟弟妹

妹加入幼儿园大家庭；有情月活动中，幼儿会以为家人音乐

表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音乐，将活动的仪式感拉到

满分。

专题活动，比如在迎接七十周年国庆节活动中，我们

以快闪音乐表演的方式，庆祝国庆，表达对祖国妈妈的爱；

在元旦时，小班段幼儿每年会举行“新年音乐会”，邀请爸

爸妈妈参加，以音乐表演的方式，向家长展示自己学习到的

本领，表达对家人的情感和祝福；每年的上半年，我们会举

行方言节，幼儿通过方言诵读表演的方式，展示本土文化，

音乐在方言诵读中，会以主体或者背景的形式出现。在专题

活动中，用音乐的方式表现，使我们的活动氛围更加浓烈，

情绪情感的表达更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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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安心为学校作贡献。从师德师风、思想政治情况、业绩贡

献情况等多方面进行分类评价，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制定不

同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不断提高对高层次人才考核的专

业性和全面性。

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双循环”的新格局下，地方

本科院校要想取得更高、更快的发展，就必须拥有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通过深入分析地方本科院校在高端人才引进中的

困境，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科学地制定符合校情的人才

引进政策，建立多元化人才考核机制等措施打破当前高层次

人才引进的困境，加快推进人才引进变革和高校学科建设速

度，以高质量人才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推动地方本科院校

的高等教育水平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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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动，比如每周一的爱园日，我们有一个国旗下

表演的环节，中大班班级轮流，轮到的班级在升旗仪式后在

全体幼儿面前表演节目，展示自我；以年段为单位组织的年

段活动中，组织进行“迎国庆 唱红歌”年段活动；在班级

活动中，组织以表演为内容的“班级秀”活动，为幼儿提供

展示自己的舞台，提高幼儿大胆表现自己的能力。在这些活

动中，音乐加入，丰富了活动素材和内容，我们的活动更丰满。

某园的 IN·爱课程是以“浸润式”经验学习的方式践

行实施，音乐教育是 IN·爱课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浸润式”

经验学习的方式不但适合幼儿，也适合音乐教育的实施。幼

儿在全方位的浸润式教育中，感受音乐的熏陶，丰富关于音

乐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感，激发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达

到全面和谐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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