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教育培训心得体会(模板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
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音乐教育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暑假参加了中国奥尔音乐教学法的培训，这也是我自大学毕
业后第一次参加这种教育性质的培训，从事音乐教育工作两
年来，自认为在音乐教育这条路上才迈开我的第一步。从我
第一次上讲台，不知音乐课从何讲起，胡乱的东拼西凑完成
一节课，到拿到优质课的第二名。感觉自己已渐渐步入正轨
了，初步了解音乐课的模式。然而，这次学习奥尔夫音乐教
学法课后，却发现音乐课的模式远不像我想像的`那样一架钢
琴、一台录音机、老师稳站讲台，学生端正坐好就算是一节
音乐课，这仍然是在传统音乐课的模式中徘徊，不利于学生
兴趣的激发，禁锢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音乐教育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开学前，我初步学习了奥尔夫音乐教学。在听曹老师的奥尔
夫音乐培训活动中可以看到，她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不是单一
的，而平时我们的活动就只有一个目标，让孩子唱会歌，填
鸭式的教孩子唱歌。聆听这次活动，使我有时机领略到：作
为音乐而言，它的材料也应是多样的，画面中有节奏，节奏
中有律动，律动中有欣赏，在有机整合中，让幼儿在音乐中
记忆、感知、注意、体验等，这将会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下午马老师和我们做了一些游戏，比方律动小跳蚤、找羽毛、
还有上海的一个方言儿歌蚊子咬等，接着又跟我们做了妞妞
找毽子、胖厨师的故事游戏等。做游戏期间曹老师用了很多
的手势、乐器、小道具、一些感慨词的.提示等，而且马老师



的表情很夸张，但是做的很自然，在整个过程老师也很享受。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还可以这样上课。

奥尔夫教学非常的生活化，让人有一种轻松、快乐的感觉。
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教学可以把比较枯燥的音乐知识，通过精
心的设计运用舞蹈，游戏、情景教学等方式使幼儿在轻松的
气氛中掌握这些音乐知识。

音乐教育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通过马老师培训学习的奥尔夫音乐我有以下几点感受和体会：

1、培养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奥尔夫音乐带有自娱的特性，这
就吸引了儿童参加进来，让孩子在玩乐中懂得音乐，不是为
了学音乐而学音乐，而是为了让孩子在还不懂得什么是音乐
的年龄，就开始音乐的实地演习。

2、培养幼儿的专注力和协调能力。由于在上课时，幼儿耳朵
要听、眼睛要看、嘴中要学唱、还要配合各种动作，调动了
幼儿各个器官都要参与音乐的表现，从而使幼儿注意力集中，
学习得非常快。同时也锻炼了各器官的'协调能力。

3、培养幼儿的情感。由于这种活动轻松、愉快，幼儿一学就
会，不给幼儿带来压力，因此幼儿情绪饱满、兴奋，有利于
幼儿通过这种途径使情绪得到抒发。

总之奥尔夫教学法强调艺术教育的综合性。它把语言、律动
和音乐教学相结合，通过节奏朗诵、拍手跺脚等人体乐器、
音乐游戏、歌唱、舞蹈、绘画、演小剧、演奏奥尔夫乐器等
多种形式，使孩子不仅兴致勃勃地参与音乐活动，而且综合
提高语言能力、理解力和表演能力。今后我在教学上要积极
学习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带着孩子学习探索，积极进取。



音乐教育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广西幼儿师范大学余雅斌老师的讲座从专业标准制定的背景、
指导思想、基本特点、基本理念、结构与内容等方面对《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解读，使我对幼儿
教师及幼儿园教育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是对合格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的基
本要求，是幼儿园教师开展保教活动的基本规范，是引领幼
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通过认真学习，我来谈谈自
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1、热爱理解幼儿。

我认为对一名幼儿园教师来说，首先要爱孩子，就要给他需
要的帮助和指引，关注幼儿的不同需要，给予及时的回应与
帮助。爱不是包办代替，也不是强行给予。

2、尊重幼儿人格。

教师要尊重信任幼儿，与幼儿平等交往。由居高临下的权威
者转化为幼儿学习活动的合作者与支持者。我们要扮演好幼
儿学习活动的合作者，首先应该尊重幼儿，从心底去关怀、
接纳每一位幼儿，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把幼儿看成
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己平等的“人”;教师要倾听幼
儿的心灵之音，了解幼儿的需要，及时地给予应答；另外我
们要作为一个合作者参与幼儿的学习活动，和幼儿一起去探
索，一起去体验，师生共同为完成学习任务而努力。

3、严于律己，言传身教。

幼儿的可塑性、模仿性强，老师也是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
一言一行都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孩子身上都会有老
师的影子。因此，在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我们都要时刻的



要求自己，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好孩子们的榜样。因
此，我们要努力提高自身修养，为孩子做好表率。

4、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是一个漫长的，永无止境的完善过程，
我认为，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的主要途径是对幼儿教育教学实
践进行不断的反思。找出自己工作中的优缺点，发扬优点，
改正缺点，多思考自己该怎样做更好。树立反思的意识，养
成反思的习惯，使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身为洪利幼儿园的教师，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的培训活动，本
次活动让我们近距离的领略了教学能手上课的风采，更深层
次的了解并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小时，但收获颇丰，
现把自己的学习感受与大家分享一下。

一、语言活动与表达

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发展幼儿语言
的关键是创造一个能使他们先说、敢说、喜欢说并得到积极
应答的环境。

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理念也在
不断更新。从早以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活动，发展为
现在更适合幼儿接受的、由七个类型组成的语言表达——故
事、儿歌、谈话、听说游戏、文字故事、早期阅读。

二、数学活动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幼儿数学学习，必须在直面问题解决问
题当中去学，必须在事件当中学，这个事件，既可以是真实
的事件，也可以是虚拟的事件(比如故事、情景等)。在此基
础上，再辅佐有趣的操作、丰富的游戏和练习，这样，孩子
的数学学习，才可以摆脱为了学数学而学数学尴尬的局面，



才可以使数学学习变得很有意义；另外，孩子在操作、游戏
及练习当中去学数学，孩子才可以完成“感知、表象、概
念”这样一个认知过程。

三、音乐教育活动

音乐是快乐的催化剂，让幼儿通过音乐活动能够感到快乐，
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活动方式，丰富
活动内容。让幼儿在多种多样的方式中激发兴趣、快乐学习、
便于记忆。

四、科学领域

科学领域一般是一些自然知识，实验为主要活动形式，需要
幼儿亲身操作，并在体验、发现中主动学习。

五、社会活动

幼儿社会领域的学习与发展过程是幼儿社会性不断完善并奠
定健全人格基础的过程，主要包括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幼
儿阶段是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适
应能力对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以及知识、能力和智慧作用的发
挥具有重要影响。幼儿在与成人和同伴交往的过程中，不仅
学习如何与人友好相处，也在学习如何看待自己、对待他人，
不断发展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幼儿创设温暖关爱的家
庭和集体生活氛围，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师生关系，让幼
儿在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中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发展自信
和自尊，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及文化的熏陶中学会遵守规则，
建立基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幼儿社会性是在日常生活和游戏中通过观察和模仿学习发展
起来的，成人应注重自己的言行对幼儿的潜移默化影响。



虽然培训已结束。但我们却意犹未尽，期望今后有更多这样
的学习机会，引领我们更好、更快的发展！

音乐教育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通过尚老师的专项培训，我了解到奥尔夫音乐的材料应该是
多样性的，学习的方式也应该是多样性，画面中有节奏、节
奏中有律动、律动中有欣赏，各种多样性的结合，形成了奥
尔夫音乐的综合性，这种综合性不但培养孩子的感受、欣赏、
表现能力，而且还综合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能力、理解力和表
演能力。通过这次培训，我对音乐欣赏课的教学也有了一些
新的想法，可以在欣赏课的教学中参加奥尔夫的元素，尚老
师对《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进展教学时，采用情景教学
以小矮人的故事代入音乐，使孩子们更形象的感受音乐，理
解音乐；图谱的欣赏以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方式感受音乐；
在与舞曲比照时，分别从情绪、色彩、旋律线来分析音乐。
这些方法都是值得学习的，在今后的欣赏课中都是可以借鉴
的。在音乐课中是可以通过语言、声势、律动、旋律、打击
乐器、舞蹈、情景表演等方式来进展学习的。我认为，奥尔
夫教学是一种过程性的教学，是以孩子们为主体的教学，是
一种创造性的教学，你学会了不一定会教好学生，它需要教
师具备良好的音乐素养以及深厚音乐功底，才能通过崭新的
教充理念和教学方法给孩子们全面有效的、生动有趣的音乐
教育。因此，今后我在音乐教学上要不断去实践，不断去探
索，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使孩子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并热爱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