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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前教育专业大学教材丛书：学前儿童音乐发展与教学研究》以“儿童音乐心理”为切入点，
从教育原理与教育实践两个方面，论述了国内外同行围绕学前儿童音乐发展和音乐教学问题展开的思
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大量生动的课堂教学实例，又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本书适合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以及研究学前儿童音乐教育的专业人员、幼儿园和学前班
音乐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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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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堪萨斯大学进修，学习普通音乐教育与音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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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种。
发表论文300余篇，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1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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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国内外同行的研究 1.1大肌肉活动（动作）在感受音乐中的作用 1.2情节对记忆舞蹈动作的
作用 1.3图画在理解音乐结构中作用的实验研究 1.4“教师移动”技术和策略水平调查 1.5教师视觉关注
对幼儿学习行为的影响 1.6幼儿音乐教育活动中的教学障碍及消解策略 1.7幼儿园歌唱活动中儿童过度
焦虑的原因及对策 第二章许卓娅个人的研究 2.1儿童音乐心理理论研究 2.2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与学前音
乐教育 2.3幼儿园音乐欣赏教学改革初探 2.4民间音乐舞蹈的游戏精神与幼儿园音乐舞蹈教学游戏化 2.5
从教学目标演进看幼儿园音乐教育的“整体化”努力 第三章幼儿园教师研究 3.1中班常见乐器难易程
度的实验研究 3.2直排与半圆形座位排列的比较研究 3.3快乐音乐快乐生活 第四章学位论文研究（缩略
） 4.1调查研究 4.2准实验研究 4.3行动研究 第五章教学实例与分析 5.1歌唱教学实例与分析：《捏面人
》（大班） 5.2律动教学实例与分析：《森林狂欢节》（大班） 5.3奏乐教学实例与分析：《吹气球》
与《切分的时钟》（大班） 5.4欣赏教学实例与分析：《孤独的牧羊人》（大班） 第六章幼儿园集体
音乐教学与幼儿学习品质发展研究 6.1在音乐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学习品质 6.2“学习品质”关键词剖析
6.3任务调节策略与学习的内源性动机激发 6.4提升幼儿任务意识的有效策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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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关于教学方法对幼儿动作、绘画反映能力发展的影响 实验班：音乐教学中注重幼
儿对音乐要素及音乐总体性质的认识、音乐与其他艺术在表现上的共性的认识，注重幼儿自身的感受
和自由的反映。
尽管教学中对总体性质的绘画反映活动仅进行过一次，但在最终的测验中都获得了总平均分21分的成
绩。
 对比Ⅲ班：音乐教学中注重幼儿的自身感受和自由反映，绘画总均分3.98分。
 对比Ⅳ班，音乐教学中注重音乐表演和节奏创造能力的发展。
绘画反映总均分为2.79分。
 对比Ⅰ班，音乐教学完全以贯彻教材为首要目标，音乐欣赏教学中注重幼儿对教师反映示范的重复再
现。
绘画反映总均分为1.56分（其中有半数以上是零分）。
 从上面三种模式来看，实验班的教学方法几乎集中了对比Ⅳ、Ⅴ、Ⅵ班的所有的优势，并特别地包含
了对艺术表现共性的认识训练，因此，它的成绩在总体中占据这样的地位是具有很明确的原因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理性认识能力的发展（概念的指导作用的加强）和感受、反映自觉性的发展
也都能对幼儿的绘画反映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
 实验班：在音乐教学中十分强调动作在幼儿感觉和自由反映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动作感受、反映
的重点是在音乐的总体性质上，并不特别注重节奏和动作姿态的准确性、丰富性方面的训练，所以实
验班的动作成绩只在总体性质的反映上表现出了较大的优势。
动作反映总均分为9.38分。
另外，在反映速度和反映的自信程度方面也比一般水平超出很多。
 对比Ⅴ班：教师在平时的音乐教学中十分强调幼儿自己为音乐编配动作的活动，但所选音乐材料在性
质上较单一（以欢快活泼的性质为主）。
所以，尽管幼儿对随乐动作的理性设计能力较强，动作很注意姿态、结构，替换动作也较一般更丰富
，但动作对音乐不同性质的区别、反映水平却显得并不太高，动作总均分为7.29分。
 对比Ⅳ班：教师在早时的音乐教学中十分强调节奏的感受和节奏动作的创造活动，而不太注重对音乐
的表现性的感受和反映。
因此，这个班的动作成绩还要稍低于对比Ⅴ班，只有7.06分，而且节奏分在其中占了较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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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前儿童音乐发展与教学研究》适合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以及研究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的专业人员、幼儿园和学前班音乐教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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