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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部分为“入门学习篇”，为入门学习者提供本学科的基本内容框架。
第二部分为“体验学习篇”，主要介绍了3岁前儿童音乐教育的基本方法，幼儿园集体音乐教学的一
般方法和流程，幼儿园集体情境中歌唱、律动、奏乐、欣赏等四种不同的音乐学习内容和方法。
第三部分为“反思学习篇”，主要向学习者提供自我反思和自我改善的理论框架。
第四部分为“探究学习篇”，主要希望向已经具备较高反思和自我完善能力的行内学习者，以及有专
业研究兴趣的学习者提供质疑、检验现有理论实践，继续探究未知规律和新的应对问题方法的基本思
路。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主要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学前教育自考大
专班教学参考。
广大托幼机构的教师可着重参考其中的实践部分；高师学前教育专业以上的学生、幼儿师范学校的教
师以及在职培训人员可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来掌握其内容；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和研究
工作者可参考其中的理论部分．对学前儿童音乐教育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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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卓娅，1951年生于南京，先后于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和教育系学习，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1996—1997年赴美国堪萨斯大学进修，学习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和音乐治疗。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版专著、教材等近30种，发表论文近300篇，主持省级以上课题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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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构与指导方法 第一节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 第二节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基本指导
方法 第七章幼儿园集体歌唱活动 第一节幼儿园歌唱活动教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新作品教学的主要方
法 第三节创造性歌唱教学 第四节游戏化的歌唱教学 第五节发展幼儿歌唱的艺术表现力 第八章幼儿园
集体韵律活动 笫一节幼儿园韵律活动教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新作品教学的主要方法 第三节创造性律
动教学 第四节集体舞蹈教学 第五节游戏化律动教学 第六节发展动作表演的艺术表现力 第九章幼儿园
集体奏乐活动 第一节幼儿园打击乐演奏活动教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新作品教学的主要方法 第三节打
击乐器演奏整体教学法 第四节探索性打击乐器演奏教学 第五节游戏化打击乐器演奏教学 第六节发展
幼儿乐器演奏的艺术表现力 第十章幼儿园集体欣赏活动 第一节欣赏活动教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新作
品教学的主要方法 第三节其他表演艺术欣赏教学 第四节游戏化音乐欣赏教学 第五节发展幼儿欣赏音
乐的能力 第十一章综合视野下的幼儿园音乐教育 第一节综合主题活动中的音乐教学设计 第二节激励
幼儿自主拓展课程的音乐教学设计 第三节日常生活中的幼儿园音乐教育 第十二章幼儿园不同结构化
程度音乐教育活动的设计 第一节不同结构化程度的音乐教育活动及其设计 第二节不同结构化程度歌
唱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案例 第三节不同结构化程度韵律活动的设计与案例 第四节不同结构化程度乐器
演奏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案例 第五节不同结构化程度音乐欣赏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案例 第十三章学前儿
童音乐教育的评价 第一节学前儿童发展状况的评价 第二节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评价 第三节评价发展
的新趋势——为了理解和改进的评价 第十四章建设和谐的学与教的关系 第一节有效教学组织管理对
有效学习和发展的保障 第二节教学互动因素的调适 第十五章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研究 第一节儿童音
乐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向 第二节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研究范例 第三节教师个人及团队的实践反思研究 附
录系列层次设计思路下的音乐教育活动计划模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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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在从事不同音乐活动的同时，大脑的各个不同中枢所接受的刺激量是不同的，因
而获得的锻炼和发展也是不同的。
如在音乐表演活动中，运动及运动感觉中枢将担任更多的控制、调节工作；在欣赏和创作活动中，更
多的中枢将参与信息的收集、加工、输出的过程。
所以，过分偏重运动技能训练的音乐教育，特别是那些欠缺情感和思维介人的表演技能训练，可能更
多地对运动中枢和运动感觉中枢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其他有关中枢则可能没有得到应有的锻炼
。
 当然，以上仅是根据脑科学现阶段研究的某些结果做出的一些推断。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有丰富的活动和全面的训练才能使大脑各部分都有机会经常处于积极
的活动状态之中，才能使大脑各个中枢都获得良好的发展。
学前阶段是人脑生长发育最快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大脑各部分获得积极活动的机会越多，就越有
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
因此，只有重视大脑功能全面开发的音乐教育，才有可能为学前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物质
基础。
 （二）提高运动能力 生命在于运动，学前期是人身体发展最迅速的阶段之一，运动对于处在这一时
期中的儿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而，与身体运动联系紧密的音乐教育活动也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学前期儿童的音乐学习很少有完全脱离身体运动的。
在各种伴随音乐进行的动作表演活动和乐器演奏活动中，儿童可获得锻炼身体各相应部分的大小肌肉
、骨骼和韧带，提高神经系统反应的速度和协调能力，增强心肺等器官的耐受力。
特别是经常参加韵律活动的儿童，更有可能获得健美的体形、端正的姿态和良好的发育。
即使是歌唱活动，也能对发声器官、共鸣器官和呼吸器官的发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因此，教育者可以有意识地利用音乐教育活动来促进学前儿童的身体发展，提高他们的身体运动能力
。
 （三）增进身体健康 身体活动固然和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心理活动也是身体健康的主要影响
因素。
现代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情绪”这一心理状态总是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的。
如肌肉、血管、内脏及内分泌器官的机能，都会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通过仪器对音乐听者的生理反应做出定量分析，以证实什么样的音乐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生理刺激作用。
而且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应用于慢性病治疗、身心康复治疗等领境。
可见，通过音乐调整情绪，进而调节生理状态，以达到促进或维护身体健康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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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主要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
学用书，也可作为学前教育自考大专班教学参考。
广大托幼机构的教师可着重参考其中的实践部分；高师学前教育专业以上的学生、幼儿师范学校的教
师以及在职培训人员可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来掌握其内容；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师和研究
工作者可参考其中的理论部分，对学前儿童音乐教育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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