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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对幼儿思维能力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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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歌唱是促进幼儿思维能力发展的有效路径之一&幼儿思维的发展包括直觉行动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三个阶

段&通过幼儿学习歌唱的过程发展幼儿的直觉行动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通过歌唱的不同形式提升幼儿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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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一般特性)内部联系

及规律性概括的反映&'幼儿音乐教育是一种通过

音乐审美过程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幼儿施加影响的

基本素质教育&它不仅能陶冶情操)提高素养$而且

有助于开发智力$特别是在激活幼儿潜能方面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

+

#

,歌唱是幼儿音乐教育的一部

分$歌唱是人类最早的语言表达方式&正是因为歌

唱赋予旋律$用词赋予韵律&幼儿是歌谣)诗歌的最

早期的传播者&这种学习早在学堂教育之前$是对

幼儿思维能力发展的早期教育&

思维属于认知的高级阶段$包括直觉行动思维)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幼儿能通过对物体的直接感

知进行思维活动$并懂得用动作来表达意愿$表明幼

儿初步具备了直觉行动思维能力&'直觉行动思维

的概括性除了表现在动作中之外$还表现为感知的

概括性&小孩子常以外部相似点为依据进行直觉判

断(&

+

!

,形象思维是介于直觉行动思维和抽象逻辑思

维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思维$是幼儿期的典型思维方

式&它是对形象信息传递的客观形象体系进行感

受)储存的基础上$结合主观的认识和情感进行识别

并用一定的形式)手段和工具创造和描述形象的一

种基本的思维形式&无论是直觉行动思维还是形象

思维$都体现了幼儿主体意识的参与&幼儿有了自

己的立场与观点$逻辑思维能力也逐步的显现出来

了&这种思维经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幼儿对动作

越来越熟练$一些失误性的无效动作逐渐减少$只凭

借经验即可做出对事物的判断&思维的缜密性是判

断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的重要体现$通过不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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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王薏萍%歌唱对幼儿思维能力发展的作用

育形式)思维训练可以提高幼儿的各种思维能力&

一"歌唱对幼儿思维发展的具体作用

中国古代就有'乐由心生(一说$音乐是从人的

内心发出&'音乐的学习不仅是耳朵和手指头的事

情$它会引起全身官能的反应&(

+

%

,音乐和其它的艺

术形式一样$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们喜爱音乐

并获得美的感受&乐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的

高低$时值的长短都是抽象的&因此$欣赏音乐需具

备想象)感觉和感受$才能使音乐具有形象和意义&

孩子们天生有丰富的想象$具备创造的潜能&幼儿

在咿呀学语时就学会不自主的歌唱$学习说话与歌

唱几乎是无法严格区分的&

%一&歌唱激发幼儿的直觉行动思维

孩子未出生时$他们的听觉已经开始发育&听

觉器官是胎儿第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高级感官&从

母亲身体里传出的声音$如心跳)呼吸)水声)话语

声$对胎儿的听觉有着刺激与影响&母亲温柔的话

语能让胎儿感受到舒适与轻松&胎教音乐也有其重

要意义$愉快亲切的音乐对胎儿有着积极作用$能激

发其最初的音乐潜能$从而胎儿有了最原始的音乐

听觉与感受&'音乐胎教是通过对胎儿不断地施以

适当的乐声刺激促使其神经元的轴突)树突及突触

的发育$为优化后天的智力及发展音乐天赋奠定基

础&(

+

?

,婴儿受到遗传或胎教的影响$在大脑中具有

音乐的记忆与思维$婴儿将其表现出来$萌生出了歌

唱$这种歌唱能力是天生的&但这种歌唱能力基本

上局限于一种音高上的歌唱$无节奏无旋律$只是单

纯的音高&音高关系简单$音程距离短且单一&

幼儿对环境中的声音极为感兴趣$一切有鲜明

特征的声响都能引起他们的注意&'音乐能以自己

特有的语言影响幼儿$是启迪幼儿心灵之窗的金钥

匙(&

+

B

,音乐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当幼儿听到音乐

时$不自觉的就会高兴的手舞足蹈$这正是音乐视听

效果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节奏)音色)旋律带来了动

听的声响$声音丰富而和谐$是其它自然界的声音或

是其它声响所不具有的&可为孩子提供一个丰富的

音乐环境$以合适的音乐和音响效果来吸引幼儿的

参与并随之做出动作$孩子与生俱来的音乐潜能就

能被唤醒$这种歌唱和律动是所有孩子天生的本能&

歌唱本能$乐由心生$歌唱本身就是一种直觉思

维的表现方式&人的喜怒哀乐都可用歌唱表现出

来&它的直接性是其它音乐表现方式所不能达到

的&舞蹈)乐器演奏都需要借助外力$而歌唱张嘴即

来&儿童在歌唱时会调动肢体的语言跟随歌唱进行

动作&比如手势$手势是跟随歌唱而表现出的无意

识动作&幼儿的手势往往表现了其对音乐的感受$

听到热烈高亢的音乐$他的手势幅度会增大!听到轻

柔)细腻的音乐$幅度会收小$甚至只有手指在敲击

节奏!当音乐的情绪更大的触动幼儿时$会激发幼儿

活跃的思维$跟随音乐蹦跳)扭动$在整个过程中幼

儿的行动思维参与到了歌唱中&因此$在幼儿歌唱

教学中$可将游戏与歌唱结合起来$在游戏中$幼儿

通过感官的直觉体验来获得对歌唱的认知&幼儿阶

段的歌唱活动是将音乐)动作)歌唱融为一体的综合

行为&歌唱与动作自然结合$相辅相成$通过辅助手

段帮助幼儿感受和理解歌唱$同样通过歌唱自主发

展幼儿动作与音乐感&

%二&歌唱带动幼儿的形象思维

幼儿音乐最显著的特点是直观形象&歌曲是由

音乐语汇组成的&曲调)歌词)节奏是幼儿歌曲的组

成部分&幼儿歌曲生动活泼)情绪热烈$极大地丰富

了歌曲的外在形象&曲调的高低使歌曲有了起伏)

抑扬顿挫的音乐色彩!歌词的语言具有有生动的画

面形象与概念意义!而节奏是构起这两方面的桥梁&

这三个方面组成了音乐视听所描摹的丰富色彩$使

音乐从抽象转为具象$在儿童的眼前呈现出五颜六

色的画面&在幼儿园大班放幼儿歌曲'我有一个

家($请小朋友根据歌曲展开联想画出画面$

B"Z

的

小朋友能够画出相应的内容$

%"Z

的小朋友能画出

丰富的色彩$可见音乐与色彩)画面的关联性&音乐

所呈现的画面感是流动的)不单一性的$它跟随旋

律)歌词)节奏的变化而变化&'声音的想象可以称

为听觉的视象$也就是说把时间域的声音具象转变

成空间域的声音表象&这是对听到过的实际音响形

成的经验&通过听觉的理解功能$与记忆中的表象

相联系$使其近似地再现$或者加工)改组形成新的

形象&(

+

@

,画面影像是极具形象性的$幼儿对画面的

想象与创造能力代表了幼儿形象思维水平&'长期

从事这些听辨)识谱)演唱)演奏等音乐活动$会对个

体的运动皮层)听觉皮层)感觉运动皮层)胼胝体以

及边缘系统等多个脑区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同

时也会使个体的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综合分析

能力和敏捷反应能力等智力因素得到强化和

提高&(

+

$

,

#<

歌曲旋律+++幼儿形象思维的想象空间

声音有乐音与噪音之分$而乐音与噪音的区别

是乐音有音高与音色$达到乐音的要求是有固定的

音高)声音和谐&'歌唱家对音乐都有一种独特而敏

锐的感觉$这种美感只能意会)不好言传$是摸不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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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心理感觉$是歌唱审美感觉的重要方

面&(

+

S

,跳动的音符组成了优美的旋律$或悠扬)或活

泼)或抒情$旋律是离开语言却能表述万物的最为直

接的无词曲$是人类创造的和谐声响&从古典到现

代$从东方到西方$音乐旋律没有时代与国界之分&

只要是优美$符合人们欣赏的$都能够引起不同国

家)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人的共鸣$这是音乐旋律直

观形象的功能所带来的&它能在听觉上产生视域色

彩&鲜明的音乐色彩能与儿童的形象思维相契合&

在幼儿园中班播放维瓦尔第的'春($有
!"Z

的孩子

能根据音乐想象大自然的风光$有
%"Z

的孩子能联

想到游戏玩耍&音乐与文学的共性在于它们都能使

人产生联想获得立体画面$而音乐的想象空间更为

宽广&音乐是赋予旋律的$而旋律是流动的$是具备

悠扬)跳动)抒情特质的&

!<

歌唱语言+++幼儿形象思维的具象表现

'歌曲是文学与音乐联姻的结晶$具有双重的审

美价值&歌曲可以向学前儿童展示出更为生动)更

为广阔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

+

E

,古希腊哲学家柏

拉图说%'音乐之中歌词为先$节奏次之$声音属末&(

幼儿歌曲有歌唱大自然的%如.小白船/).四季歌/!

有歌唱小动物的%.小兔子乖乖歌/).两只老虎/!有

尊敬师长的%.世上只有妈妈好/).老师老师$我爱

你/等等&歌曲中的歌词是儿童学习)理解事物潜移

默化的工具&在歌唱的过程中$世间的万物便在其

中了&学习与领会的过程是润物无声的&歌唱的方

式是快乐学习)快乐成长的方式$这是儿童与成人学

习最大的区别&语言是最为直观的教育方式$儿童

通过歌词这种最直接的教育手段$能更快速的作用

于大脑$从而来加深幼儿的形象思维&音乐语言的

作用在于它是非属于音乐之内的$却能与音乐相融

合$与旋律)节奏共同组成歌曲&语言对歌唱中形象

思维的培养极为重要$脱离了语言$旋律与节奏的形

象变得模糊而多变$语言能将这一形象具象化&

%三&歌唱提升幼儿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的产生是幼儿思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

志$它表现为幼儿通过歌唱能理解事物$能判断事

物$创造情境&

#<

歌唱发展幼儿的理解能力

歌曲所能表达的意义是美好的$歌唱的过程使

得低龄期幼儿理解事物)学习规则&幼儿能够通过

歌唱感知)体验)理解歌曲所表达的内容)情感和意

义&幼儿早期$直观的教育往往不能达到实际的效

果$通过辅助手段收效更甚&'思想主题的深化靠什

么来完成呢6 靠逻辑思维&没有闪烁哲学光辉的至

理名言$作品常常缺乏震撼人心的灵魂$即使有其华

丽的词藻$也掩饰不了空洞的内容&(

+

#"

,一方面$通

过歌唱懂得道理)理解事物$能潜移默化的受到歌曲

的教育影响$养成认真观察)学会学习等良好的学习

习惯!另一方面$在歌唱中学会用好听)自然的声音

正确演唱歌曲&学习运用创造性的方式进行一定的

歌唱表现$运用歌声以及眼神)体态等与同伴合作交

流等社会行为能力&如演唱儿歌.苹果/$在这首歌

曲的演绎中$小朋友可以懂得苹果是树上结的$而且

吃苹果有益身体健康&

!!

歌曲创作的意义在这首儿歌里充分表现出来$

促进了幼儿逻辑思维的发展$形象而生动的表现了

生活中的点滴&

!<

歌唱发展幼儿的判断力

'在教学实践中$应利用生动形象的故事)语言

及图画等为儿童在生活经验和理解音乐之间架起联

想和想象的桥梁$反之也可引导儿童用图画等形式

表达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和体会&(

+

##

,社会的特性决

定了事物的本质$事物所反映出的表象与本质是需

要在实践与经验中去判断的&幼儿对事物往往不能

进行正确的判断$通过歌唱能给予幼儿判断事物的

能力$是非美丑)思想品德通过歌唱淋漓尽致的展现

出来&对幼儿期孩子的教育不能直白的说教$应通

过故事)歌曲)画面等间接形式给予孩子创设情境$

在情境中来完善&

二"通过不同的歌唱形式发展幼儿思维

能力

幼儿的歌唱无处不在$在玩耍中$在马路上$在

幼儿园里$幼儿能愉快的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快乐)

同小朋友的交流&'音乐能刺激作用于儿童的大脑$

使右脑中棘突触数增加$从而促进儿童形象思维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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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特别是想象和创造性思维的开发&(

+

#!

,歌曲是作

曲家将各种思想与情感谱写成优美而绚丽的华章&

在歌唱中通过创编动作)节奏朗诵)画面效果来达到

对幼儿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潜在作用&

%一&创编动作

歌唱与动作相结合$可以促进歌唱的学习$促进

幼儿直觉行动思维的发展&为幼儿编排动作$应易

于幼儿的动作表现&可依据歌词创编$每个乐句编

一个动作$动作简单明了$有利于幼儿记忆和再现$

也利于幼儿形成概括性表达的意识和能力&如歌曲

.小鱼歌/&

歌词
!!!!!!

动作

河里小鱼游游游#

!

做小鱼游的动作

摇摇尾巴点点头'

!

做摇尾巴和点头的动作

一会上一会下#

!

做表示向上和向下的动作

好像快乐的小朋友'

!

做表示高兴的动作

声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幼儿可以通过动作的

高低起伏来感受声音的高低$这样能使幼儿在音乐

行进中$自然而顺畅的感知)理解和表现歌曲&幼儿

的肢体动作比幼儿语言能力发育的要早&'动作本

身是人体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且从人的个体生命开

始$动作的发展就是评价身心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因此$幼儿动作是反应他们自身发展的主要

方面&(

+

#%

,

创编动作是儿童的天性&到了学龄前$儿童已

经拥有了创造的潜能&当儿童要表达自己的思想)

情感时$创造性就开始潜滋暗长了&幼儿咿呀哼唱

或表演就是创造性的开始$在对外界的接触中$在丰

富的想象中$幼儿开始创造性的运用各种动作表达

自己对音乐)对生活的想象&在歌唱中$体会旋律的

变化$畅想于歌词形象的描绘中&积极探索创造性

的音乐表现方式$表现他们对音乐对歌唱的理解与

想象&如幼儿园大班演唱的儿歌.洗手帕/&

%二&节奏朗诵

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奥尔夫强调节奏对幼儿音乐

教育的重要作用$节奏与旋律构成了音乐语汇$没有

节奏的旋律$是不完整的音乐&同样一首歌曲用不

同的节奏会有截然不同的音乐效果&节奏往往能充

分代表事物的形象&事物中不乏具备一定规律的节

奏声响$如用刀板切菜声音)敲击键盘的声音等等&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节奏在音乐的结构中

处于重要地位&'节奏在音乐整体表现上具有重要

意义$但节奏的魅力经常因旋律进行而被掩盖&然

而$在音乐作品中$节奏常常起着独立的)有时是主

导的作用&(

+

#?

,

在歌唱时$幼儿需要把握音准$往往不能协调好

节奏的准确性&可以通过单独的节奏训练更有效的

使儿童掌握歌曲节奏&音乐的节奏与语言的节奏有

着密切的联系$将歌词按照节奏进行朗诵$是培养幼

儿节奏感的重要途径$同时对幼儿逻辑思维的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歌词的内容形象鲜明且符合儿童特

征$如动物)植物)大自然的描写等等&文字生动有

趣$歌词押韵$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幼儿通过这些

记忆与再现完成对事物逻辑关系的认知&

在幼儿歌曲中$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时$通常会

用二拍子$而表现抒情类的歌曲时通常会使用四拍

子)三拍子&欢快的儿歌.我爱我的幼儿园/$抒情类

的儿歌.小白船/就是不同节奏表现的不同风格的歌

曲&在朗诵时要注意用不同的强弱拍规律$二拍子

的歌曲是强弱强弱的节奏$三拍子的歌曲是强弱弱

的节奏&"见谱例$'

)!*

(表示强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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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画面效果

画面是最为直观而形象的视觉认知&在幼儿学

习歌唱的过程中$通过图画)动画等视觉材料来帮助

幼儿更好的掌握歌曲&在选择画面材料时要从音乐

和歌曲的本身出发$与歌曲内容一致&如演唱.四季

歌/$所提供的画面应有层次感$展示春)夏)秋)冬的

变换&根据相应的时节画出相应的色彩)景色)动物

等等&

歌唱与其它的音乐表现形式不同在于$它是人

自身乐器的表演$能极大的调动自我的情感$不仅能

切身的抒发情感$同样可以从歌唱中体会情感&艺

术之美正是因为它是其它学科不能取代的最为直观

的情感体验&它陶冶了幼儿的情操$在情感中升华

了幼儿对美的事物的热爱&在形象的音乐语汇中$

幼儿能直观的感受音乐所表现的意义与情感$音乐

的色彩直接映入幼儿的形象思维&如舒伯特的歌曲

.摇篮曲/$优美的四拍子旋律符合人内心安静与甜

蜜的表达$歌词中妈妈对孩子的那份母爱$让儿童深

切感受母亲对于孩子无私的爱$音乐同样能映射出

画面效果&

!!

歌唱与其它音乐表现形式相比较$对幼儿形象

思维的作用更具有鲜明性与全面性&因歌唱需要切

身的演绎音乐中的语言$表现音乐的节奏$这是几种

音乐形式的综合体现$需要协调好其中的关系$运用

画面情景描绘出立体的结构$将旋律)歌词)节奏巧

妙的结合并演绎&在这个过程中$调动大脑的形象

思维$用声音描绘大脑中已形成的景象$歌唱的情

感)语调)语气及音色的运用都与要表现的歌曲形象

紧密相连$这种画面效果更多的是大脑想象出的抽

象的画面&人生来会歌唱&唱歌是孩子们最轻松自

在的表达)抒发和交流情感的艺术活动&从优秀经

典的歌曲中体验伟大作曲家们超乎常人的思维美$

还可以从歌唱中来体验音乐的创造性价值&在歌唱

中潜移默化的激发)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

)参考文献*

+

#

,

!

吴冬梅
<

现代幼儿音乐教育的功能+

&

,

<

南方论刊$

!"##

"

#

#%

#@E>#$"<

+

!

,

!

汪乃铭$钱峰
<

学前心理学+

[

,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

!"##<

+

%

,

!

杨立梅
<

幼儿音乐能力培养的策略与方法+

[

,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

?

,

!

李学君
<

试述我国音乐胎教+

^

,

<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第

十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

+

B

,

!

周革新$宋二华
<

幼儿音乐教育的价值与策略+

&

,

<

学前

教育研究$

!"#!

"

%

#%

BB>B$<

+

@

,

!

彭小玲
<

歌唱的创造性思维探析+

&

,

<

中国音乐$

!""B

"

#

#%

#$#>!"%<

+

$

,

!

宋蓓$侯建成
<

音乐训练对大脑可塑性的影响+

&

,

<

黄

钟$

!"#%

"

#

#%

#$">#$B<

+

S

,

!

张云娥
<

论声乐艺术的思维特征+

&

,

<

艺术教育$

!""E

"

##

#%

$!>$%<

+

E

,

!

许卓娅
<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

,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

!""$<

+

#"

,马丽娜
<

开启儿童智慧的大门---试论学前音乐教育

+

&

,

<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

"

!

#%

?">?!<

+

##

,黄瑾
<

学前儿童音乐教育+

[

,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

+

#!

,王爱丹
<!>@

岁幼儿动作能力在自身发展中的作用

+

&

,

<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E

"

!

#%

@E>$#<

+

#%

,王千一$赵洪艳
<

音乐中节奏的独立审美意义+

&

,

<

音乐

创作$

!""$

"

%

#%

S%>SB<

+

#?

,苏越$李建华
<

论逻辑思维对文艺作品的渗透+

&

,

<

湘潭

师范学院学报$

!""#

"

%

#%

!$>%#<

)责任编辑
!

朱毅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