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音乐教育作为艺术和语言的结合体，对幼儿的发

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由于幼儿认知能力有限，他们难以深入

理解和学习音乐。作为幼儿音乐教学中的重要辅助手段，绘本

阅读具有直观形象的优点，能够让幼儿更好地理解和认知音

乐，激发他们学习音乐的兴趣，提高他们对歌词内容的识记能

力。将绘本阅读应用于音乐律动教育，可以更好地提高孩子对

音乐律动的感知力。绘本阅读还可以积极营造亲子阅读氛围，

吸引家长参与幼儿音乐教育，对幼儿学习音乐起到潜移默化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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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幼儿的发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音乐对于幼儿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作为幼儿最好的交流伙伴，在目前

的幼儿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音乐教育伴随着幼儿的成长，
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今后的成长过程中， 音乐对于幼儿的作用

都是无可替代的。在幼儿进行歌唱活动过程中，音乐可以发掘

幼儿的潜能，能够培养幼儿的个性，使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促进幼儿性格特点更好地发展，甚至不断地增强自信心。
一、问题分析

对于幼儿，他们思维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正处在一

个特殊时期，就是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过渡阶段。而在音

乐学习过程中， 可以说最重要的两点便是感受歌曲旋律风格

和歌词的含义。音乐带来的好处众所周知，然而在进行音乐教

育的过程中，由于幼儿年龄阶段的限制，他们并不能够很好地

接受音乐以及音乐带来的种种好处。幼儿认知能力有限，他们

对歌词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 对较为深奥的歌词一时难以

理解，使得幼儿在音乐学习中遇到障碍，因此在对幼儿进行音

乐教育时，往往会采取辅助措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学习

音乐，从而才能够体会到音乐带来的种种好处。众多辅助手段

中，绘本阅读效果显著，关键原因在于幼儿对于生动形象的图

画更有兴趣。
绘本，顾名思义就是“画出来的书”，它不仅可以讲故事，

教知识， 而且能够将幼儿难以理解的音乐内容用生动形象的

图片表达出来。 绘本阅读以图画这种形象的方式将音乐体现

在幼儿面前，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和学习音乐。
二、绘本阅读开展策略

对于幼儿在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绘本阅读往往能够

恰当地解决这样的问题。 通过绘本阅读的开展，寓教于形，将

抽象的音乐以绘本阅读这种形象的方式体现在幼儿面前，能

够更好地帮助他们理解和学习音乐。 那么绘本阅读在幼儿音

乐教育过程中都有哪些有效的应用和开展策略呢？
（一）借绘本阅读培养幼儿音乐兴趣

在幼儿音乐学习过程中，兴趣是最重要的。绘本具有直观

形象的优点，借助绘本阅读培养幼儿音乐兴趣，能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绘本阅读同时可以提高幼儿感受音乐之美的能力，
积极参与音乐活动。

例如在阅读音乐绘本《大家来听音乐会》时，里面惟妙惟

肖地介绍了多种经典乐器。在带领幼儿翻阅绘本，认识各类乐

器的同时，我循环播放了这几类乐器的演奏场景。在幼儿们翻

到长号这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响起了铿锵有力的长号声，乐声

像一只自由飞翔的雄鹰，时而高昂，像雄鹰直冲云霄；时而低

落，宛如雄鹰从悬崖边滑下山谷。当幼儿们翻到绘本最后一页

时，他们瞬间被外形优美的竖琴深深地吸引住了，引得他们兴

致勃勃地抚摸绘本里面的竖琴。 这时，优美的竖琴声响起了，
一声声琴音扣人心弦，如湖面上的水波，带给人宁静舒适的感

觉。 幼儿们一边看着绘本，了解各种乐器的外形特征，一边听

着演奏，熟悉各类乐器演奏的音质特点。绘本将幼儿们带进了

精彩纷呈的音乐世界， 让他们领略到了音乐的多彩多样和美

妙动人。
在艺术同构活动《小种子》时，为了激发幼儿热爱音乐的

兴趣，用肢体动作再现小树长成大树的过程，我们准备了绘本

中四幅种子发芽图。 首先播放一次音乐， 幼儿感受乐曲的旋

律。然后老师与幼儿一同阅读图谱，引导幼儿跟随绘本的情节

自由想象小种子的变化。为了加深幼儿感受，教师随手用画笔

逐步描绘出小种子成为大树的情境。 通过阅读绘本的经验积

累，幼儿们活动积极性很高，能更顺利地理解和感受音乐并尝

试运用肢体动作再现种子萌芽、成长的情境，表达自己对音乐

的理解。通过在音乐活动中开展绘本阅读，幼儿们提高了对音

乐的理解能力和学习兴趣，还有助于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热爱

大自然的优秀品质。
（二）借绘本阅读理解歌词

在音乐教学过程中， 歌词可是幼儿理解歌曲情感的切入

点，由于识字数和认知能力有限，幼儿对歌词这样的文字符号

缺乏任何感性经验， 因此歌词的识记是幼儿音乐教学中的重

点也是一个难点。 绘本是一种将音乐艺术通过符号表现的有

效手段， 可以将难以理解的音乐歌词转换为另一简单易懂的

事物，以便于初学幼儿较好地理解歌词和掌握音乐技巧。在绘

本阅读记歌词法中， 教师可以根据歌曲的特点抓住歌词中的

关键词或词义设计画面， 让幼儿轻易地在图画和歌词之间找

到联结点，产生有效的画面暗示，引起幼儿的注意从而顺利地

理解和识记歌词。
在歌曲《小熊过桥》的学习过程中，有几句幼儿难以理解

的歌词，“小竹桥摇摇摇，站不稳、立不牢，走到桥上心乱跳”。
我们分别创作了二幅生动形象的绘本让幼儿阅读， 第一幅图

里有二架竹桥，其中一架为虚线，通过虚实结合的方法来表示

桥的摇晃； 第二幅图为一个满脸通红的小朋友光着脚丫站在

竹桥上， 小脚丫旁边颤抖的虚线和脸色通红直观形象地表达

出了这位小朋友因为站不稳而心跳加速。
利用绘本图谱的有效暗示帮助幼儿理解和记忆歌词，需

要注意到突出每句歌词的重点，避免无关因素的干扰，做到简

洁明了，在图画和歌词之间建立清晰的连接，让幼儿轻松顺利

地识记歌词。

浅谈巧妙运用绘本阅读开展音乐活动
林鹭鹭

（福建省厦门市江浦南里幼儿园，福建 厦门 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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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夫妇姓氏制度深植于儒家传统思想的土壤，

曾历经夫妇别姓到夫妇同姓，再到当下夫妇别姓呼声渐高的

历史演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在日本被不断地衍化改

造，对日本的家庭与社会产生着深刻久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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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约于 5 世纪传入日本。千百年来，历经文化的传

承与变迁， 儒家思想的部分伦理价值观逐渐成为日本人的道

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给日本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其

中，日本夫妇姓氏制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家族观、
伦理观、女性观等，对日本人家庭婚姻形态有着深刻影响。

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日本家庭形态

儒 家 家 族观念的核 心 体 现 的 是 家 父 长 制 与 嫡 长 子 继 承

制，其本质为父系血缘关系的延续，强调尊卑、等级观念。 在接

受这种观念长期渗透熏陶并与其本身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结合

后，日本也产生了其独具特色的“家”制度———以家督继承制为

核心，以父权家长制为基本特征，以模拟血缘关系为依存且强调

整体统一性的典型的日本家族制度。 在此制度影响下，家本身所

具有的婚姻和血缘特性逐渐淡化，而成为以夫妇为核心，共同经

营家业的生活团体 [1]，女性在家庭中也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此种家庭形态与男女地位状态的形成与儒家思想的影响

不可分割。公元 7 世纪开始，中日两国开始互派使者，大量儒学

典籍的传入使儒家思想在日本社会迅速传播发展。最先传入的

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儒家思想中男女分别拥有等级鲜

明的社会角色，并因此而产生不平等的社会要求。 而这种由来

甚早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也为夫妻姓氏制度奠定了整体基调。
此外， 体现儒家思想对女性贞洁意识做出明确要求的女

训也在明清时期迅速发展，并于 9 世纪传入日本。随着儒家女

性观的影响逐渐增强， 女性的低微地位已融入日本民众的社

会心理。且后期为了适应江户幕府的统治需要，符合这一女性

形象特征的女训被日本社会认可并得以大力推崇， 同时通过

对女性社会道德模型的塑造，唤起了女性内心的自律。

从夫妇姓氏制度的演变看儒家思想在日本的受容
王雅雯

（安徽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安徽 合肥 230031）

（三）借助绘本阅读开展音乐律动教育

所谓“音乐之路，律动起步”，律动指的是在音乐活动过程

中，幼儿的肢体有节奏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理解为

音乐节奏。在音乐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律动能够提高孩子们对

音乐的感受性，培养孩子音乐活动的专注性。将绘本阅读应用

于律动教育，可以更好地提高孩子对音乐律动的感知力。
为了让幼儿们进行律动表演，在艺术同构活动《木偶奇遇

记》中，我准备了音乐《单簧管波尔卡》《木 头 人》和 绘 本 读 物

《木偶奇遇记》。 活动中，首先播放了音乐《单簧管波尔卡》，虽

然乐曲欢快诙谐，但幼儿们却不知道如何表演。然后老师带领

幼儿们阅读了绘本《木偶奇遇记》，熟悉了木偶奇遇记的故事

情节。当音乐《单簧管波尔卡》再次响起了，幼儿们很快就能用

肢体动作表现小木偶和小精灵的体态。 音乐切换到《木头人》
后，幼儿们一边欣赏音乐，一边表演着匹诺曹变为木偶人后的

舞蹈动作，脸上洋溢着匹诺曹变为木偶人后的喜悦之情。通过

阅读绘本， 幼儿们能够更好地感受两段不同的音乐节奏和所

表达的故事情境，律动教育效果良好。
（四）以绘本阅读提升家长音乐素养，对幼儿潜移默化

幼儿们要学好音乐，除了自身的天赋和兴趣外，家长的支

持与欣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所谓要想孩子学好音乐，必须

先提高家长音乐素养。通过阅读绘本，既可以营造亲子共读的

温馨场景，也能显著提高家长音乐素养，支持和培养幼儿学习

音乐的热情。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亲子绘本阅读活动，对培

养幼儿的音乐兴趣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也能促进家长

领会培养儿童音乐才能的要领以及方法。
以我班为例，在班级工作开展中，我们举办了《儿童古典

音乐绘本系列》 班级读书活动， 并重点邀请家长参加家长沙

龙。 在活动前期经历了十分繁琐的准备以及对家长进行活动

的耐心讲解。该书将众多古典童话和古典音乐和绘画相结合，
画面精美，乐感美妙。孩子们和家长一边翻看经典童话，一边听

着美妙的音乐。 所谓家长是儿童的第一位老师，要想孩子对音

乐感兴趣，就要从自身做起，父母的音乐素养对儿童影响很大。
此系列绘本适合用于家庭教育，积极调动家长参与音乐活动的

热情，既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提升家长音乐素养，也无形中

让幼儿感受到父母对他们学习音乐的支持与鼓励。
三、结语

音乐教育在学前教育中占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幼儿

音乐教育中巧妙地运用绘本阅读来开展， 增添孩子学习音乐

的兴趣和识记歌词能力， 也可以更好地提高孩子对音乐的感

知力。最重要的是通过绘本阅读的引入，能够积极营造亲子阅

读的氛围，提升家长音乐素养，使得幼儿们学习音乐有良好的

家庭环境和充分的保障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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