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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小型乐队的编配策略研究

钟延彦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　要：随着学前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校园文化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校是学生接受新事物的重要场所，是学生进行校园文化建设

的主体。高校高师小型乐队组建已成为当今校园文化建设发展的一大趋势，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同时也为校园氛围增添了一道靓丽风

景。本文以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小型乐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目前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组建的小型乐队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

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策略，以期能够为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小型乐队的组建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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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actics of arranging small band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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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places for students to accept new things and the main body for students to carry out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formation of small band in norm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ampus culture, which 

not only enriches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life, but also adds a beautiful scene to the campus atmosphere. This paper takes the small ban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mall band formed by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solution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ormation of small band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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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及多元化发展，人们也开始对自身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有了更高要

求，因此在社会中所承担的重任将越来越多地向高师毕业生提出要

求。而我国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培养中，对音乐素养和艺术特长

的培养力度不足，导致教学质量不高。为此，在乐器教学中进行小

型乐队编配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编配教学，可以提升学生在

乐器方面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提高演奏水平和教学质量。

一、明确自身责任

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未来工作和生活中承担着多种责任，

所以学生应该明白，大学期间不能仅仅是为了完成学习任务，更要

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高师学前专业学生组成小型乐队不仅是对自

身综合素质能力的全面检验还能够丰富大学生精神生活。但在组建

过程中要注意这几点 ：首先，应明确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小型乐

队的发展目标与定位。当前阶段高校学生组建小型乐队的目的在于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培养学生艺术素养与综合素质能力。因此，高

校可以通过开展各种艺术活动等方式来激发和提高学生们对兴趣爱

好的培养以及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当前阶段许多高校都在不断地完

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因此，高

校应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讲座等形式来培养大学生

音乐素养和综合素质能力。最后，学生要明确自己所需要承担的义

务与责任。大学生组成小型乐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实现自己人生

价值提供一个平台，所以在组建过程中应该明确自身责任、积极主

动完成自己所需要承担的义务以及合理安排时间。在组建过程中如

果遇到困难也应该保持乐观态度努力克服和解决。另外还要注重自

身学习生活习惯、心理素质以及个人综合素质与专业素养。的培养，

从而做全面发展。

二、对学生进行正确的音乐思想教育

在乐队编配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音乐思想教育，

使他们认识到乐队学习与训练的意义所在，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乐队

学习过程中去。随着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对于乐

队成员的要求也会不断提高。特别是对于那些刚接触到音乐的学生

来说，必须要加强音乐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才能为以后学

前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打下坚实基础。首先要加强对学生乐理知识

和技能训练，通过理论学习增强学生对音乐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其

次要培养学生进行舞台表演以及与观众互动时所需要具备的各种能

力，要加强乐队成员之间协作交流、合作和沟通能力，使乐队具有

较强的整体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及社交技巧。另外，教

师要提高学生乐器使用技术水平。通过对乐器进行练习以及在表演

中使用各种乐器等方式方法提高乐器演奏技术水平，从而使乐队能

够获得更多更高层次方面的表演能力。组建小型乐队能丰富学生音

乐课余生活，对学生进行音乐素养方面的培养，通过参加学校举办

活动等方式将不同形式和不同内容的音乐活动相结合，提高学生的

团队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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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理挑选成员

在挑选成员时，要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身体素质

和能力的匹配。对于一些体力较差、运动能力较差的成员应尽量避

免选择，在挑选成员时也要考虑到队员的实际情况，可从具有一定

音乐素养又热爱音乐的成员中挑选。二是对乐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对于一些性格内向或者喜欢独处、不太喜欢与他人交往等人员应该

尽可能挑选一些性格外向开朗、热爱学习、愿意与他人交流沟通的

成员组成团队。除此之外，学生也可以通过学习乐器的方式来提升

自我音乐素养。三是注重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在组建

小型乐队时一定要注意培养队员之间沟通合作能力，只有每个成员

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团结一致才能使整个队伍更具有凝聚力

和战斗力。四是团队文化氛围建设。团队成员之间应保持良好的关

系，只有拥有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精神状态才能在组织中发挥出

更大价值和作用。五是合理分配学习时间。根据各个高校自身及专

业特色进行合理安排时间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对乐理知识、合音训练

等方面认知情况。同时在挑选成员时也可以参考各高校大学生社团

文化建设情况，结合自身专业特点来进行挑选人员，这样才能更好

地促进乐队和谐发展。

四、加强宣传，提升社会认可度

对于乐队来说，良好的社会认可度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因此

必须要加强宣传，在宣传方面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普及。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平台进行宣

传是目前较为常见的一种途径。在广播节目中可以选择一些经典歌

曲进行播放，可以播放一些具有一定时代意义的歌曲，让听众通过

聆听这些熟悉的旋律而对歌曲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共鸣。第二，

对乐队成员进行有效地激励。鼓励队员积极参加各类演出活动，将

乐队成员培养成为一个有一技之长、有丰富表演经验、善于组织协

调和沟通能力强的人才。第三，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良好氛围主

要指学生对音乐方面知识和技能等方面学习积极性高、兴趣浓厚。

第四，充分发挥辅导员管理与引导职能。辅导员要结合队员们在日

常生活中各项能力发展情况和兴趣爱好，做好观察、了解和引导工

作。另外就是对于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并进行各种演出活动和比赛等

也是必不可少的。

五、注重乐队成员心理素质建设，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组建乐队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建立一支和谐而又充满凝聚力

和向心力的乐队。乐队内部每名成员要相互配合与团结一致，共同

完成整个乐队排练活动，共同打造一个团结奋进且具有良好学习氛

围的团队。而对于不同成员之间要学会适当进行思想沟通，这样才

能更好地提升队员们自身素质和能力水平。最后在整个乐队管理过

程中也要加强队员之间对个人能力和水平认知程度上进行正确引导

与提升，促进乐队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队员本身所具备音

乐素养与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在组建小型乐队过程中一定

要注意将具有音乐素养和对流行音乐有所了解并擅长合音训练和乐

理训练等方面有突出能力的人挑选出来作为乐队成员。在挑选成员

时可以选择一些喜欢流行音乐又擅长合音训练或者对合音有着较高

研究能力以及对歌曲进行编配方面有特长等人才担任主乐器或者演

奏合奏部分等。乐队在组建过程中不能盲目跟风、随大流，应结合

实际情况科学确定各个成员之间的职能与分工。同时也要制定适合

该乐队内部管理制度以及合理分工制度等方案，使每一位成员都能

够明确自己以及整个乐队所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加强团队内部成员

之间合作程度，使每一位成员都能参与到团队当中，进而发挥出整

体力量。

六、注重培训，激发学生兴趣

要想组建一支好的乐团，仅仅靠学校或院系教师的一己之力

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生自己积极参与到乐团组建中来，将自己

的爱好和特长发挥出来。在组建乐队之前，首先要做好乐团成员的

前期培训工作。从目前来看，大多数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都是由

小学或者中学音乐教师担任主要乐手。所以对于音乐教师来说，需

要了解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以及乐队组建中的一些小技巧。由于高

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组建的小型乐队队员相对较少，而且队员之

间都比较熟悉和了解，所以可以通过教师之间互相学习与交流来提

高乐队排练质量。例如教师之间互相学习乐理知识、音乐理论、即

兴演奏等能力，教师们在排练时进行合作默契度的提升或者演奏技

巧教学与教授等。与此同时，教师要加强对学生乐器方面基本常识

与乐器使用方法、技巧与能力等方面的培训力度。如在排练时可以

对每个队员进行基本乐理与乐感训练以及演奏技巧训练，在对乐曲

进行反复练习中，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乐器弹奏方法、演奏要领（手

指运动位置、手指敲击部位及用力程度等）。还可以让大家尝试着

用自己喜欢的乐器进行即兴演奏练习。除此之外，学生自己也要加

强对自己音乐方面技能与水平的培养，可以让学生在排练时学习一

些简单实用的乐理知识。或是将乐曲中简单易学但又不会影响乐曲

整体演奏质量的指法技巧进行讲解和演示，也可让学生们进行一些

手指游戏练习，通过这些方式帮助他们巩固和加深对乐曲内容及指

法技术等方面知识上的理解和掌握。对于一些大型管乐作品来说，

教师们在排练时也应该多加注意。如一首乐曲中如果有比较复杂较

难弹奏但却又十分优美悦耳的节奏时，教师可以尝试着让学生多练

习一下节奏型或者演奏方法等技巧。若是曲子中有相对简单但却十

分优美动听或又比较难弹奏但十分具有美感且不会影响乐曲整体表

现质量等因素时，教师则可让学生将其演奏出来，提高学生的演奏

兴趣。

结语

总而言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组成一支小型乐队既可以提高

学生对音乐学习和演奏能力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又将会为他们以后

走上社会工作岗位提供更多帮助。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人追求多

元化生活方式与人生价值实现，大学生们也越来越注重多元化发展

并且开始将兴趣爱好与未来职业发展相结合。因此，为了提高自身

素质以及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必须在学生中广泛

普及乐器演奏，培养他们对学习音乐、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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