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音乐教育活动是幼儿园五大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在对幼儿培养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目标中，德育

占首要地位。因此，要重视幼儿音乐教育，分析儿童对音乐教育

的接受性，通过音乐教育促进学前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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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处于人生的起始阶段， 幼儿在该阶段的发展会影响

其青少年甚至是一生的发展，是学习培养良好品德的关键期。
我们要重视幼儿音乐教育，用它来培养幼儿良好的道德品质。

一、概念解析

（一）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

幼儿园音乐教育主体是幼儿， 客体是适合幼儿且能被幼

儿接受的音乐。教师要通过灵活多样的音乐活动，提升幼儿的

音乐能力，最终达到使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 [1]。
（二）道德品质

道德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同生活的社

会行为规范，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表现为道

德品质 [2]。 任何一种道德品质的形成，都包含道德认识、道德

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四个要素。 简言之，即识、情、意、
行。 幼儿道德品质的形成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 [3]。 我国国民公

德教育以“爱”为核心，概括为“五爱教育”：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4]。 教师要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幼

儿良好的品德习惯，并初步养成道德行为。
二、儿童对音乐教育的接受性分析

《孟子·尽心上》说：“仁言，不如仁声入人深也。”意思是说

音乐从感性深入理性，比抽象说教更容易让人接受。陈鹤琴的

《让儿童生活音乐化》 开篇也讲到：“音乐是儿童生活中的灵

魂。 ”陈鹤琴的实验观察发现，幼儿从一出生开始便喜欢优美

悦耳的音乐，听到音乐便会产生本能反应，在日常生活中都会

表现出音乐的律动性。因为音乐性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的

一种获得性遗传[5]。
幼儿的思维具有具体形象性的特点。抽象的说教，不能激

发幼儿的兴趣，不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幼儿的道德认知水平

低，不能理解教师的“说教”；同时，由于幼儿好动的心理品质，
“小学化”的强迫式灌输教育会严重影响德育的效果。 也就是

说，德育要尊重幼儿的道德认知规律，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

动性。 而音乐，正是培养幼儿良好道德品质的适宜方式。
三、通过音乐教育促进学前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

（一）“乐能载德”———“角色感知”———“道德认识”
选择适宜的音乐作品。 第一是要符合幼儿的认知水平和

心理特征，贴切幼儿的生活经验，具有审美价值，能够激发幼

儿的兴趣，满足发展的需要；第二是内容要包含良好的道德故

事，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体现时代特征，内容新颖；第三是音乐

作品不仅包括歌曲作品， 幼儿喜欢的动画片等也能作为音乐

德育的题材。 例如《我是小海军》：“我是小海军，开着小炮艇，
不怕风，不怕浪，勇敢向前进。 炮艇开得快，大炮瞄得准，敌人

胆敢来侵犯，轰轰轰，打得他呀海底沉！ ”
这首儿歌节奏欢快，歌词内容包含勇敢，热爱祖国的道德

品质。教师将这首儿歌作为音乐德育的教材，通过对儿歌进行

解释、学唱等方式让幼儿感知小海军人物形象的魅力，帮助幼

儿对小海军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
（二）“乐能促德”———“角色认同”———“道德情感”
幼儿的道德情感先于道德行为的产生。还是以《我是小海

军》为例，在幼儿学唱欣赏儿歌后，形成对海军的崇拜，但不能

一次性升华到爱祖国的精神层面， 这时需要教师组织幼儿进

行讨论和谈话等，帮助幼儿深化对小海军的认识。 同时，教师

要丰富音乐活动的表现形式，不仅是歌唱活动，还可以通过表

演游戏的形式来表现音乐作品， 让幼儿在亲身体验中产生强

烈的情感体验， 由此把幼儿对小海军的浅层崇拜引向更深的

道德精神层面，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感。
道德意志也可归属于情感领域。幼儿的道德意志较弱，自

我控制力差，表现为行为不稳定。 因此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
教师要对幼儿的行为提出适当的要求。 例如，在学习了《讲卫

生》这首儿歌后，在园内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就要要求幼儿“手

脸洗干净，刷牙不忘掉。 饭前洗洗手，饭后不乱跳。 ”
（三）“乐能成德”———“角色迁移”———“道德行为”
榜样角色迁移， 是幼儿良好道德品质在实际生活中的体

现。幼儿良好的道德品质最终都需要体现在外显的行为上。例

如《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

么辛苦呀！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
让我亲亲你吧，让我亲亲你吧。 我的好妈妈。 ”

这首儿歌主要表达感恩妈妈，爱妈妈的情感。通过形式多

样的音乐活动使幼儿认识到母亲的辛苦付出， 诱发感恩和爱

母亲的情感，进而在实际生活中，进行榜样角色迁移，表现出

“请妈妈坐下、请妈妈喝茶、亲亲妈妈”等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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