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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一门基本学科，越来越受到

家长和教师的重视。但对于年龄较小的学龄前儿童而言，不

需要教授过多的音乐专业知识，而是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审美

能力，提高对音乐的认识以促进健康人格的养成。

2  音乐审美在学前音乐教育中的意义

2.1  学前音乐教育中的音乐美学可以有效地提高学

生的整体能力

一般来说，人的综合能力包括才能、倾向、道德品质、

欣赏和审美能力等。在音乐美学教学方面，学前音乐教育

可以通过在学前音乐教育中学习音乐伦理 [1]，有效地提高音

乐知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必须了解和学习不同类型的音乐，如古典音乐、流行音

乐等。

2.2  音乐美学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音乐教育水平

唱歌、欣赏及韵律等是学前音乐教育是关键要素，由

于通过活动所产生的授课方式多样，如教师可以用游戏或表

演来吸引学生的注意 [2]，还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有助于

提高教育水平。

2.3  音乐美学有助于实现学前教育学生的教学目标

奥尔夫的音乐教育系统目前是最具影响力的系统之一。

奥尔夫的想法是将唱歌、跳舞和音乐结合起来，让人们参与

进来从而实现自由发挥。如果学生只是在学前教育中学习音

乐的音乐基础与音乐知识 [3]，这势必缩小奥尔夫的音乐教育

系统的范围，音乐教育的目标将变得模糊和不合适，这与提

高学龄前儿童的音乐审美能力背道而驰。因此，作为一名音

乐班的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审美能力对于实现学前音

乐教育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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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前教育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3.1  音乐课程的编排与学前教育目标之间存在较大

差距

当前一些学前教育专业，很多音乐课程还是比较注重

基础知识和音乐美学知识的培养，缺乏音乐课程的教学实

践 [4]，不符合当前学前教育的目标，甚至阻碍了学生审美能

力的发展，音乐教育再加上学生在实践中过多的单一知识结

构，阻碍了音乐教学学前教育目标的实现。

3.2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认识

不高

音乐专业性较强的学科，更加注重学生艺术思维的培

养。然而学前教育音乐专业学生的音乐水平参差不齐，对专

业理解程度不高。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音乐教学长期得不到

重视，导致学生缺乏对音乐的审美，学前教育音乐专业的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学生对音乐学习持忽视态度的影响。

3.3  教材的选择不符合学生学习的现实

音乐教材缺乏完整性和专业性的原因是由于学前教育

的音乐教学起步较晚，以及音乐教学时间相对较短。音乐教

育在学前教育中仍然面临巨大挑战。课程安排不合理，教材

与实际使用脱节，从长远来看，这将对学前教育学生后续教

育活动的发展和音乐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产生严重影响 [5]。

4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改革策略
4.1  结合音乐审美为学生创建音乐课堂氛围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演奏或向学生展示杰出的作品，使他们

能够感受到听觉美学的美。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展示他们的

才能和向他人展示他们的歌唱才能的机会，这将增强他们的

自信和对音乐的依恋。

4.2  把握好音乐课程的横纵性

在学前教育中，学前儿童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

段，音乐教育是学前教育仍然面临的矛盾之一。因此，学前

教育中的音乐教学必须以学前儿童的实际接受和表达能力

为基础，以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针对学前教育目标与上述

音乐课程编排之间的巨大差异，笔者从垂直和水平两方面入

手，对课程设置进行了细化。首先需要横向地让学生深入了

解不同的风格和音乐流派，使他们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背

景、思想、文化和音乐流派，让他们对音乐知识有更好的了

解，从而理解音乐美学；纵向上，在学前教育中，可以将音

乐课程与舞蹈、唱歌等活动结合起来，让学生明白即使艺术

形式不同它们之间也有联系。

4.3  材料的选择需符合学生的实际需求

由于学前教育是为学龄前儿童设计的，因此教学的选

择必须适应学龄前儿童的心理需要。如上所述，音乐教材的

选择不符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此

外，教材的选择和制作过程必须适应当前的教学方法，从而

提高音乐教学的质量。例如，在展示时使用弹钢琴代替说教

式，可以提高学生的整体能力，使两者有机融合，除了学习

简单的儿歌伴奏，还会提高学生的综合音乐审美。

4.4  构建完善的过程评价系统

教学评价使教师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教学方法的不

足，同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因此，笔者认为，音乐教育在

学前教育的改革，有必要制定一个完整的制度，具体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于音乐选修课和必修课，应当设定不

同的评价标准。学生的音乐审美知识都必须在评估中加以考

虑。其次，可以进行阶段性评价，学生通过音乐会、歌唱比赛，

在轻松和愉快的氛围中对学生进行评价，也使学生能够展示

自己的才能。最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与音乐活动，并将其

作为评估的一部分列入考核。

5  结语
总而言之，基础教育音乐教学改革的目标是最大化学

生的审美能力，为学生日后实际教学打下坚实基础。在学前

教育音乐教学中，教师通过创新教学手段促进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能够充分发挥潜力，采用创新的

音乐教学方式，激发学前儿童学习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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