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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作为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过程
中的主要学科，在专业教学中要引起充分的重视。基于学
龄前儿童的个性特点，他们更喜爱活泼、生动和形象的儿
歌，则要求学前教育要结合学龄前儿童的这些特征，在
歌曲创编方面要具备一定规律性、趣味性以及引导作用，
从而可以为学龄前儿童提供契合的音乐教学素材，促进
其幼儿教学水平的提高。因此，专业课教师要根据教学
现状及学生的学习情况，积极指导学生尝试创编歌曲，
提高其专业能力，为今后从事幼儿音乐教学夯实基础。

1  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课程教学现状

1.1 课程教学理念滞后
当前，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教学，均由音乐专

业毕业的硕博毕业生任教，他们尽管具备较强的音乐理
论知识，但是在学前教育方面的心理学认知不足，缺乏
一定的学前教育实践经验。在日常教学中，音乐技能课
程中的钢琴、声乐、舞蹈等授课基本按照音乐系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教学，而幼儿歌曲仅能作为音乐教学中的案
例顺势而学。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音乐基础薄弱、
缺乏音乐素养，没有创新思维意识，缺少幼儿歌曲创编
经验，无法将现阶段的音乐理论知识与学龄前儿童的心
理特征相结合，导致歌曲创编偏离幼儿主题。

1.2 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基于该专业全面性、

综合性强的特点，所学专业课程种类繁多，且学科之间
的关联性不强。因此，在专业教学体系中其课程设置紧
密、节奏快，其中艺术类课程开设仅有两年教学时间，
然而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这门课程相对于其他艺术类专
业课程而言，对学生在音乐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更高，
因此，通常高校将该课程设置在最后一年的教学中，且
仅有一个学期的学习时间。

1.3 专业教材建设薄弱
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关于幼儿歌曲创编有

关教材严重匮乏，难以帮助该专业学生提高幼儿歌曲创
编的能力，导致学生不能有效学习并掌握幼儿歌曲创编
技巧，对其今后从事幼儿音乐教学造成严重影响。因此，
学生掌握的专业知识非常有限，难以进行渗透理解并应
用于实践当中，缺乏独自创编的能力。其实，歌曲创编
类教材的涵盖面还是较为广泛且丰富的，但是缺乏一定

的针对性，在教材中没有充分突显出幼儿歌曲创编的特
点、价值以及实用性，其专业教材建设薄弱亟待改善。

2  学前教育专业学习幼儿歌曲创编的重要性

2.1 帮助学生熟悉大量儿歌作品
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课程作为一门综合性强的学科，

理应在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引起重视。素质教育阶段，
专业教学更注重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的培养，注重职业
技能的提升，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
求，胜任学前教育工作。因此，充分重视幼儿歌曲创编
课程的价值和作用，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了解并掌握
大量的儿歌作品，从而积累到丰富的幼儿歌曲创编素材，
提升自我歌曲创编技能，充分发挥出自我执教能力，提
高幼儿教学师资力量。

2.2 掌握全面的幼儿歌曲创编理论和技巧
幼儿歌曲创编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

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积极开展幼儿歌曲创编活动。通
过实践活动，学生除了掌握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以外，还
能够进一步提升对幼儿歌曲创编的认知，使教学从理论
转向实践，让学生学习得更有深度和广度，以此提高学
生在幼儿歌曲创编学习上的理论和技巧，为今后从事幼
儿教育工作打牢根基，增强其就业竞争能力，体现出更
强的执教能力，从而实现幼儿教育的优质培养，对其今
后职业发展也极其有利。

2.3 提高自我的音乐分析能力
目前，在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方面，很多学生的

专业化知识掌握能力不足，有些学生仅停留于表面过于
肤浅。有些学生虽然能够达到综合性发展，能歌善舞且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但是其音乐分析能力、音乐创造
力较为缺乏。让学生认知到幼儿歌曲创编的重要性，并
加深该门课程的专业学习，学生将在学习幼儿歌曲创编
的实践过程中，提高自我的音乐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从而实现职业素养、创造能力以及胜任能力的全面提升，
这在未来从事学前幼儿教学的道路上极为重要。

3  在音乐中渗透幼儿歌曲创编教学

在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各门有关音乐的课程都要
涉及幼儿歌曲这个领域，从而促使幼儿歌曲创编渗透进
各学科教学之中，让学生通过学习音乐理论知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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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掌握幼儿歌曲创编的方法和技巧。
学习乐理可为学生在幼儿歌曲创编的理论知识上提

供有效支撑，它是所有音乐的基本理论。在教学实践中，
让学生对儿歌在音域上予以清晰认知，通过不同的调式、
音程，使各种儿歌的旋律特点完全呈现；通过诵读儿歌，
进一步感受歌词旋律、音律节拍等，以此增加学生的乐
感，让其在幼儿歌曲创作时能够更契合幼儿的特征。
学习和声以及曲式，学生可以在乐理课的基础上加

以延伸，在此学习过程中，侧重学习和弦的分析应用，
令伴奏与幼儿歌曲创作具备纵向衔接性。学生通过熟悉
曲式结构，开展幼儿创编活动，能够加强歌曲构思的科
学性，从而有效增强歌曲创编在前奏、间奏以及尾奏各
个阶段的合理性。
学习钢琴更多的是提高其实用技巧，通过钢琴弹奏

为儿歌创作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能够让学生对儿歌创
作加深音响色彩和心理印象。经过大量的儿歌弹奏，感
知各类儿歌的旋律特点，然后通过幼儿歌曲创编不断实
践，从而提高歌曲创编的创新性。

4  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课程改革实践

4.1 开展幼儿歌曲创编教学活动
在日常教学中，开展幼儿歌曲创编教学首先要做好

歌曲创编的前提条件，积累大量的词曲、风景、人物及
动物等各类音乐素材，对各种各样的儿歌伴奏乐器、儿
歌风格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了解；与此同时，教师要
指引学生加强对幼儿心理发展加深认知揣摩。其次，开
始即兴创编，创编的思维要广阔，主要对词、曲进行即
兴创作。通过不断学习，学生再逐渐掌握长句式的创编
能力。最后，学习综合创编，综合创编主要以儿童剧为
主，可以对学生所学的综合音乐技能予以全面展示，从
而改变原有的固定模式和歌曲故事情节，通过创编歌曲
的故事情节、音乐旋律或儿歌替代。这样循序渐进教学，
使得幼儿歌曲创编活动更为丰富全面，具备较强的吸引
性，对学生而言更有引导性、启发性。

4.2 赏析优秀的儿歌作品
在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

生的音乐分析能力，经常给学生聆听一些优秀的儿歌作
品，比如《黑猫警长》《爸爸去哪儿》《白龙马》等耳熟
能详的经典动画片、故事片中的主题曲，让学生学会欣
赏这些儿歌并结合这些歌曲故事背景，向学生讲授幼儿
歌曲创编过程中需注意的细节和技巧，并要求学生进行
分组讨论学习，通过短文评述形成研究报告、讨论研究
成果，教师再予以逐个点评指导。
还可以通过在教学中优选一些经典的儿歌作品，让学

生对该作品的创作故事背景、音乐情境进行分组探讨，并
安排学生依次演奏即兴表演。通过赏析这些经典的儿歌，

培养学生对幼儿歌曲创作的热情，同时营造出和谐融洽的
课堂教学氛围，促使每个学生主动参与其中，积极发动创
造思维，从而提高学生自身对幼儿歌曲的理解和创编能力。

4.3 鼓励学生开展数字化创编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敢于大胆

创编，让学生参考经典儿歌案例，对儿歌中的词曲旋律
等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再进行自我创编。教师可以组织安
排幼儿歌曲创编竞赛，以赛促学提升学生的创编兴趣；
同时，针对音乐打谱、音乐制作等方面开展技术培训，
并且给予学生数字化辅导，鼓励学生通过计算机作曲的
方式来呈现自己创作的儿歌，学生可以通过自我欣赏发
现优缺点，及时做出改进和提高。

4.4 优化整合幼儿歌曲创编教材
教师要根据学前教育专业对课程的需求，同时结合

自身的教学经验，优化整合原有的歌曲创编教材，大胆
对教材进行重组改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教材切
实契合当今学前教育教学需求。同时，整理历年来教师、
学生创编的有代表性的优秀儿歌作品，将其作为教学案
例或载入教材，增加专业课程教学的素材量。幼儿歌曲
创编教材资源整合是一个不断优化完善的过程，对课程
的实施和建设都至关重要，相关的教育部门应予以重视
并协助改进。

4.5 考察地方童谣
在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课程

的实践教学非常重要，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机会来开阔视
野，提高歌曲创编能力。在教师的指引下，学生可以利用
业余时间、寒暑假期间对地方童谣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了
解地方风俗特点，对童谣的音调、节奏旋律、曲式结构予
以分析，最终完成童谣考察分析报告。在此过程中，教
师要正确引导学生对地方童谣在音调、旋律方面进行借
鉴，从而应用到自我创作中来，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歌
曲创编。这样的实践性教学，不但有利于学生提高幼儿
歌曲创编技巧，同时磨砺学生的意志增强其学术精神。

5  结语

总而言之，幼儿歌曲赏析与创编这门课程对学前教
育专业的学生而言还是极其重要的，它能够丰富专业教
学内容，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为其今后职业发展打牢
根基。因此，专业课教学老师要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加
以重视和引导，认识到该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教学
价值和作用，并将其渗透进音乐教学之中，让幼儿歌曲
创编教学全面施展开来，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为学生今
后就业发展提高竞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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