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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前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音
乐素养对于其将来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将来工作中可
以帮助幼儿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在学校期间形成良好的音乐教育
技能和音乐素养十分关键，但是在目前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过程
中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需要教师给予充分的重视。

1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培养音乐素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1.1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虽然目前很多高校都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一些艺术

类的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中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就是其中之一。对学生进行音乐素养的
培养可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音乐教育技能，提高学生的音乐欣赏
和感知能力，在高校的学前教育中音乐素养的培养内涵就更为丰
富。学生不仅要学习基础的音乐知识，同时还要掌握一定的声
乐和舞蹈技能，在将来教学中还可以将这些技能有效的实施教学
实践，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困难，要想进
行创新更是举步维艰。

1.2音乐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中，本身就没有完善的音乐教育课程

标准，其中常见的音乐课程的设置主要包括教学目标、课程设计
和性质等多达十项的内容，但是在实际的音乐教学中教师却只是
体现了其中的六项到八项，因此由于没有充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
的内容导致音乐课程的设置不够合理。

1.3教学方法陈旧
教师的行为举止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印象

概念股，由于高校中的教师往往会多年只教授同一个科目，或者
教师的教案不能及时更新，在教学中没有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
因此对于学前教育专业中的音乐教学来说很难实现课程上的创新。
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不断的研究和创新，提高自身的教学技
能，为学生提供音乐实践的平台和机会，使学生的音乐教学实践
可以得到充分的锻炼，积极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的
思想动态和学习需求，才能有效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

2　学生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2.1技能和理论学习并非双管齐下
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技能，但

是教师在提高音乐技能的教学时往往会忽略音乐理论学习的重要
性[1]。在音乐教学中很多都是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对于学生
存在的问题“一棒打死”，要求学生跟随教师的思路，所以这种方
式下学生难以对音乐学习形成正确的认知，在音乐实践中不知所
措。同时高校也不重视对教师教学实践的培训和抽查，没有举办
一些表演的实践活动，导致学生没有平台和机会将所学的音乐技
能用于实践，音乐技能和理论的学习相背离，不利于学生音乐素
养的发展。

2.2音乐课程缺乏灵活性
教师在音乐教学中的方式和方法过于单一，往往是教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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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学生自主练习，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音乐技
能，但是却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例如在键盘课程
中，教师在示范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直观观察教师的指法，可以
指导学生熟练地弹奏音乐，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对音乐作品的感知
和情感体验，没有培养学生正确体会音乐作品的内涵和情感，
因此幼儿教师必备的音乐欣赏和表现能力无法掌握。

其次就是教师在教学时没有结合学生将来的工作实际。从音
乐课程的设置和内容上，忽视了学生的实践教学，教授的内容和
幼儿园中涉及的音乐活动没有较大的联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不知如何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将来的工作中。

3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音乐素养的策略
3.1构建科学的音乐课程体系
众所周知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因此对于理论和技能相背离的

情况，教师可以在上音乐实践课时可以引导学生总结和归纳涉及
到的音乐理论知识，并且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有机结合[2]。

3.2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教师在音乐教学中要创新多样化的教学

模式和方法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例如可以组织小组合唱比
赛和歌曲的创意改编等，使音乐课堂教学更具活力，消除学生的
学习压力，同时教师还需要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
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的音乐素养都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

3.3建立客观的评价模式
教师的评价模式对学生的音乐素养培养十分关键，传统的评

价教师只关注到学生音乐理论的成绩，忽视了学生音乐教学技能
和音乐素养的评估，因此教师可以建立客观的评价模式，对学生
进行形成性和过程性的评价，将学生的音乐教学技能和音乐素养
以及音乐创编能力、与幼儿面对面交流的能力纳入到评价模式中。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是学前教育音乐教学中的重

要内容之一，对于幼儿的身心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学前
教育专业的学生是将来补充学前教育教师队伍的重要来源，因此
高校要重视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从学校的音乐课程设置、平
衡音乐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关系上，使学生正确认识音乐课程，认
识到音乐素养在将来工作中的重要性，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进
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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