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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素质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质量相比，仍然处于
相对追赶的位置。如何提高素质教学质量已成为当前教育界面临
的重要课题。学前教育是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提升
的初始阶段与关键阶段，将学前教育纳入音乐教学将在促进学生
的音乐学习和素质教育培训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已成为中等职业
音乐教师的教学方向。

1　中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特点
1.1实践性要求较高
中等职业学前教育专业要求学生掌握幼儿教育技能的时间仅

为2 至 3 年。开设该专业的音乐课程，旨在使学生的音乐知识
和音乐教学技能掌握得更为扎实，以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轻松
自如地发挥。因此，高职教育音乐教学更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对学生音乐教学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1.2教学任务繁重
中职有效教学时间仅为2 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要求学

生不仅要掌握学习艺术、音乐、舞蹈基本技能，而且还要学习
有关语言、数学、外语和数学等文化知识。在学生学习期间音
乐教学课堂少时间短，并且音乐教学还包含对声乐、钢琴、童
谣的学习，尤其是钢琴教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其传授在基础不好
的学生，任务非常艰巨。

2　中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的现状
2.1学生难以接受音乐理论
由于音乐理论知识过于枯燥，且理论与实际偏离较大，教师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无法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由于课堂缺
乏活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着厌倦情绪，无法完全理
解和掌握老师传授的知识。

2.2无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部分学校学生的实习仅停留在"流水作业"，只让学生了解

实习期间的学习安排、上课流程，这与真正的实习活动相去甚远。
真正的实践意味着学生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将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充
分运用到幼儿园的各种活动中。根据调查，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
在学期末安排学生的实习时间，实习期为两周，这使得实习作为
教学环节偏离了学习的出发点。

2.3缺乏艺术实践方面的锻炼
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变相的减少了学生的

来源量，存在招生困难的不利局面，大多数学校并不严格按照招
生条件，未经面试便注册入学，由于基础薄弱等问题导致部分学
生无法适应当前的教学方法和要求，导致两级分化严重。一些学
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获得大量的实践机会，而一些学习能力差的
学生则无法获得课外实践活动的机会，从而缺乏艺术实践方面的
锻练。

2.4师资力量分配存在问题。
在中等职业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中，音乐教学通常分为基础

音乐理论、钢琴、视唱练耳等，每节课都有固定的老师和单独的
教材。然而，在当前的中等职业教育音乐教学中，由于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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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学习时间短，学习科目众多，教师在教学技能上无法满
足学生的需求。此外，教师的教学方法过于简单，仅要求学生
以“平衡”的方法提升技能，这严重降低了音乐教学的有效
性 。

3　加强中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的有效策略
3.1改进教学方式
首先，教师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应根据乐谱上标注的目

标、要求，从简单到复杂向学生讲解歌曲处理最佳方法，使学
生对歌曲有更深刻的理解。其次，在声乐课堂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将其与视唱、乐理相关的知识紧紧融合，以便学生在唱歌
过程中对其他科目的知识进一步巩固与拓展。在基础音乐理论教
学和视唱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以选择一些含有音乐理论知识的
歌曲作为教材来讲解，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气氛。

3.2重视学生见习这一环节
大多数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选择幼教工作。幼儿园

的工作内容相对繁琐，很多细节需要注意，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应
该重视这一环节，将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定期组织学生进入幼
儿园学习，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掌握所需掌握的专业知识，并
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对幼儿进行科学管理，让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缺点并及时纠正，以提高个人能力。

3.3突出能力培养
学前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综合能力强的人才，要求学生充分

掌握过硬的说、唱、弹、跳、画等基本功，例如具备自弹自唱、边
唱边跳的能力。如果忽略学生的学习状态，照搬套用其他老师的
教学方法，将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失去学习的信心。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让学生结合自己的长处能独立自弹自
唱，并从简单的儿歌中逐步使学生的个人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3.4加强师资分配
学校必须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与师资分配，让一些理论上强

的科目由同一教师负责，对于专业技能较强的学科课分别配备多
位教师授课，使音乐教学更具有实效性。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学
前教育的教学方向更趋向于文化方向，而专业课程占用的课时较
少。因此，学校应适当增加学生的专业课时，为学生学习音乐知
识留有足够的时间。

总之，当前中职学前教育的音乐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些
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那么幼儿园的教育就会出现问题，
对幼儿的教育造成影响。所以，中职的学前教育音乐教学方式与
方式，需要不断创新使幼儿园的音乐教育质量不断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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