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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技能教学研究
吴　楠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摘要：《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中

明确提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要

求。随着近些年对学前教育的专业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发现幼

儿歌曲弹唱作为幼儿教师的一项基本技能，同时也是学前教育专

业课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培育一名好的幼儿教师有着重

要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将幼儿歌曲弹唱定位为学前

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必修课程，对接幼儿歌曲弹奏基础和幼儿

歌曲演唱基础，与儿歌表演相呼应。为了使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弹唱技能得到更好地提升，本文针对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学

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现状，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一些提高学

生儿歌弹唱能力的研究策略，与同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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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歌曲弹唱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一项基本技能，在幼

儿园的实际音乐教学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幼儿时期的小孩（3

至 6 岁）对于音乐有着最敏感的听觉，从小正规学习乐器和音乐

的孩子中具有绝对音高听觉能力的比例很高，3 至 6 岁的小孩也

是学习音乐的最佳年龄，幼儿在儿歌的学习中更能有效促进自己

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注意力和记忆力等，所以在幼儿园的教学中，

儿歌弹唱如何应用到教学，对于老师和幼儿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高职院校幼儿歌曲弹唱课程的教学现状

（一）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情分析

我们幼儿歌曲弹唱课的教学对象是学前教育大二学生，学生

已经经过了一年的钢琴基础和演唱基础的学习，有一定的弹奏水

平和演唱能力，学生学习态度认真，对专业技能知识求知欲较强；

普高生弹唱学习基础薄弱，有一定的弹奏和演唱能力；技能高考

生有一定的弹唱功底。但音乐素质水平参差不齐，音乐素养个体

差异很大，学生普遍识谱能力和调性转换弹奏的能力欠缺。

（二）教材及教学内容

学校主要结合幼儿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内容，构建专业课程

技能体系。将知识点、技能点、竞赛、X 证书相融合分析形成思

维导图确定教学内容；其中大一开设了《幼儿歌曲演唱基础》和

《幼儿歌曲弹奏基础》两门课程，这与大二的《幼儿歌曲弹唱》

课程有效衔接，教材选用的是《幼儿歌曲弹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十二五规划教材，教师应用教材对照课标上课，教学内容以技能

操作为主、理论知识为辅，实行一体化教学模式，看似很规范，

但由于学生音乐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效果就会出现不同层面

的差异，而部分教师在其教学的侧重点放在弹奏上，对于学生的

演唱辅导不够。因此，学生弹唱“唱”的问题较为突出，唱与弹

的协调性欠缺，经常出现只弹不唱的现象。此外，学校使用的《幼

儿歌曲弹唱》是五线谱教材，幼儿园的儿歌教材采用的是简谱教材，

而弹唱教学五线谱到简谱的转换是有一定理论实践难度的。

（三）学生回课问题分析

笔者通过近些年对学生弹唱回课和学生练琴的情况研究发现，

一个三十多人的班级有 15% 的学生在弹唱回课时只弹不唱，即使

出声也听不清，演唱放不开或不敢放开，弹唱主次颠倒；有 60%

的学生在弹唱回课中双手对位不整齐，出现节奏、音准、速度把

控不好等问题；剩下的 25% 的学生弹唱回课流畅完整，但对歌曲

的情感层次没有自己的理解；在练琴方面，其中 18.52% 学生每周

有三次及以上课后练琴，81.48% 的学生每周有一次及以上课后练

琴。在钢琴及弹唱作业反馈上，完成度较好的比例 20%，经常延

时回课的比例高达 40%。

笔者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细心观察发现学生弹唱的主要

问题如下：

从手形上看，指关节、掌关节塌陷，紧张僵硬；在识谱能力

上，背谱不看谱，音区概念不稳定，喜做简谱标记；从节奏上看，

无拍子概念，节奏与速度乱；无指法概念，随意性强；从演唱上看，

无发声方法，音准差，发声无共鸣，弹唱不兼容……

总的来说大部分同学的基本功及弹唱能力还不能达到学前教

育的岗位要求。

二、学前教育专业儿歌弹唱教学改革实施

（一）结合思政教育，切实提高学生对幼儿歌曲的演唱能力

1. 关于教材的选择，建议使用自编项目化教材（包含活页教

材），应该使用简线合一的记谱方式，谱例增加指法标记，歌曲

弹唱部分增加和声与伴奏音型提示，使学习者感觉更加简单、直观、

明了。关于儿歌曲目的选择。教师在指导学前儿童进行歌曲演唱

技巧训练时，要根据学前儿童的嗓音特点，选取合适的曲目和方

式来教授学前儿童逐步学会合理地发声，也就是根据不同年龄阶

段学前儿童音域的宽度来选择适合其歌唱的发声训练曲目。儿歌

曲目的选择结合思政教育，笔者主要参考了《幼儿歌曲弹唱》高

等教育出版社十二五规划教材及学前教育专业职业技能实训教材，

从中选择一些积极向上正能量的儿歌，让学生在歌曲表演中了解

思政教育。另外，将儿歌按由易渐难的排列，依次融入到教学中。

比如适合小班的儿歌《小星星》《划船》《在农场里》《我的身体》

《秋天》《小蜜蜂》《布娃娃弹琴》《太阳喜欢》《洗手绢》等等；

适合中班的儿歌《国旗多美丽》《找朋友》《新年好》《布娃娃弹琴》《月

亮婆婆喜欢我》《粉刷匠》《小蜻蜓》《报春》《坐上我的小飞船》《胡

说歌》《就是这样》等等；适合大班的儿歌《祖国祖国我们爱你》《世

上只有妈妈好》《龙的传人》《卡秋莎》《牧童之歌》《太阳喜欢》

《美丽的夏牧场》《我们在一起》等等。

2. 关于演唱的要求。教师在指导学前儿童进行发声训练时，

应以“u”音为始为主，这个方法可以让学前儿童更好地找到发声

的感觉和位置。然后，教师要适当地把握学前儿童歌曲演唱的训

练时间、中途休息时间、训练强度以及歌曲的难易程度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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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各班型学前儿童集中精力学习歌曲演唱的时间长度可分别

安排为小班学前儿童平均 5 分钟、中班学前儿童平均 10 分钟、大

班学前儿童平均 15 分钟。最后，歌曲演唱教学中，教师针对学前

儿童的语言训练要多用“ a （啊）”“u（呜）”“o（噢）”等

音和字的练习来帮助学前儿童找到正确的发音口型，同时加强爆

破音和字的练习，例如“b （拨、卜）”“ p （泼、坡、破）”“ m （摸、

馍）”等，锻炼学前儿童口舌的协调能力。通过应用以上技巧进

行教学，教师可指导学前儿童逐步实现在具体的歌唱中学会各种

共鸣、音色圆润、声音能够延续和传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

尽量使用简单易懂的词汇来解析烦琐的理论，把复杂抽象的声乐

歌唱教学变得简单而轻松，遵循学前儿童学习演唱的规律和特点，

从歌曲演唱教学的目的出发，多为学前儿童组织各种歌唱活动并

提供表现的机会。

（二）改革教学方法，重视学生对幼儿歌曲伴奏技能的掌握

1. 改革教学方法，把控有效课堂。遵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

学

理念以及学生的认知规律。采用问题导向、任务驱动、合作

探究等教学方法，在弹唱教学中，围绕四点：一是让学生拿到一

首儿歌养成先唱的习惯，在唱的过程中看清楚儿歌的原调是什么，

通过唱来体会儿歌的风格，不同的风格运用不同的伴奏音型。二

是让学生先右手边弹边唱，注意音准节奏，咬字吐字清晰，同时

科学规范的设计好右手的指法。三是左手和声的配置，重点讲解

一、四、五级正三和弦的运用以及结束 K46 和弦的运用，让学生

养成先配好和弦后再弹奏的习惯。四是让学生养成“举一反三”

的弹唱习惯，以一个调的伴奏型推出其他调的伴奏音型。针对弹

唱回课问题，提出解决问题方案。针对学生只谈不唱问题，教育

学生分清弹与唱的主次关系，即以唱为主，弹为辅，加强课后练

习。针对指法不科学问题，告知学生科学的指法以及科学指法对

今后弹奏有哪些促进作用；针对个别同学唱和弹奏不协调问题，

要求分步骤弹唱先练习右手边弹边唱，熟练后再练习左手弹和弦

边弹边唱，最后合奏弹唱，教师示范；针对节奏出现错误和拖拍

现象问题，要求学生养成左脚打拍子的习惯（如果有演出的话就

用左脚大脚趾在鞋内打拍）；告知学生尽量不用右脚，因为右脚

今后要踩踏板。课后，以任务驱动法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

要学生“举一反三”，实现教学能力的全面提升。

2. 提高弹唱教学的策略，实施“教、学、做”三者合一的教

学模式。“教、学”是为了“做”，“做”需要“教、学”。每

个项目活动均按照“伴奏的基础知识一键盘和声一幼儿歌曲伴奏

谱例一幼儿歌曲弹唱”的梯次活动安排教学内容。歌曲范例部分

用简线合一的方式呈现，便于学生识谱及编配和声。每首范例歌

曲均标注了弹奏指法，方便了学生课后练习。对课后歌曲弹唱练

习，提供和声及不同种伴奏音型，供学生选择。范例歌曲后面附

有歌曲分析及弹唱方法，目的是帮助学生把握歌曲的风格及情感，

更好地弹唱歌曲。

3. 应用口诀，改变学生弹唱习惯，加强过程考核，倒逼学生

练习。把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进行模块化设计。在完成一个单元

模块的弹奏任务后进行阶段性考核测试，教师详细的记录学生的

平时成绩，充分体现过程性评价。同时利用“职教云”平台进行

多样性考核，督促学生反复练习，提高教学效果。

4. 加强移调训练，强化音准训练。在钢琴弹奏上要加强即兴

移调训练，也就是让作品从一个调性转移到另外一个调性。可选

择同一个曲目，不同调号弹奏的回课形式组织学生反复练习，对

移调的曲目反复聆听跟唱，构建学生音准概念。

5. 实施分组教学，加强过程考核，倒逼学生练习。实施分组

教学是激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也是完成教学任务、提高

教学效果的有力武器。例如：学生可以分为 A、B、C 三组，根据

学生的学习程度分组教学；回课在 80 分以上的同学（A 组），可

以根据儿歌的风格，一个曲子中编配两种或多种伴奏音型，回课

在 70 至 80 分之间的同学（B 组），采取比较单一简单的伴奏音型，

回课在 70 分以下的同学（C 组），教师可单独辅导，重点加强演

唱方面能力的培养；学生课下组成帮带组（优生帮带差生），回

课成绩由优生检查，回课中优生查找回课学生问题，并给予解决

建议，教师最后做点评，给出回课分数，评选出弹唱明星，进步

明星。加快智能琴房管理系统的建设，实施练琴打卡，提高过程

考核依据，课程考核采用平时作业考核和作品观摩考核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主要以作品观摩考核为主，考核涵盖完成学习任务的

全过程，同时利用“职教云”平台进行多样性考核，倒逼学生练习，

提高教学效果。

（三）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以技能大赛为契机，促进教师队伍建设。技能大赛直接反映

一个学校教师队伍的教学水平，我们可以采用全员比赛评选与优

中培优相结合的手段，提高学生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的积极性，

不断改进教学策略及方法，同时，借助学院制定的《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双百工程”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政策，以项目促

教学，让教师深入幼儿园参与幼儿园才艺特色课程建设，提高教

师队伍水平。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充分结合教师教育实践以及广大学生高

效学习的需求，以课堂教学知识体系为“纲”，以实践中能够学

以致用为“本”，从课程的重点、难点知识着手，在知识体系讲

解中尽最大努力以“易教、易学、易用”为原则进行科学设计和

教学，促进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技能教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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