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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课程改革与实践研究 
杨焱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745000) 

摘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实际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要掌握与幼儿教育相关的各种知识与技巧，还必须在艺术、

音乐等方面有足够的修养，包含了钢琴、声乐以及幼儿歌曲弹唱等多种形式。尤其是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幼儿歌曲弹唱方面必须

要有突出的表现，以便于在幼儿教育阶段能够帮助幼儿获得艺术音乐方面的启蒙，提升其在音乐方面的审美能力。当前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在帮助学生进行艺术修养提升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学生在音乐方面的专业修养，提供的课程难度相对比较高，但无论是对学前

教育专业的学生还是对于幼儿来讲，这些内容都有些超前，不利于学生掌握，也不是适合幼儿的学习内容。因此需要对高职学前教

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课程进行改革，构建更科学合理的幼教音乐课程体系，帮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真正掌握对学生最为有用

的课程，助力祖国下一代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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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高职院校在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相关课程的过程中会就学

生的音乐素养培养来开设一些课程，其中就包含了幼儿歌曲弹唱这

门课程，其实际在落实的过程中主要包含了一些常见的幼儿歌曲，

高职学生需要掌握这些歌曲的演唱方式，还包含了对幼儿歌曲的伴

奏学习以及学生自弹自唱这些幼儿歌曲等等。从幼儿歌曲弹唱这门

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门课程的综合性是比较高的，尤其是

在实践性上学生必须掌握相应的音乐行为能力，不是仅仅掌握理论

就可以的。当前高职院校在幼儿歌曲弹唱这门课程上的教学做得并

不理想，需要对相应的课程进行进一步改革优化，确保其课程设计

更合理，帮助学生更好掌握幼儿歌曲弹唱的能力。 

一、当前高职院校幼儿歌曲弹唱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理论的部分过多 

当前高职院校在教导学生幼儿歌曲弹唱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所

设计的课程体系中存在过多的理论性表述，比如说阐述一些与乐理

相关的知识，再或者对歌曲中的情绪含义等进行分析[1]。这些内容

的确是必要的，但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讲其实还是需要更多

练习，比如说有的学生其实从未实际接触过乐器，进行过弹唱，还

需要对弹奏的技巧进行熟悉，这些都不是乐理理论能够在直接帮助

学生达成的。但当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课程中理论性

知识过多，对于实践涉及的反而是比较少的，这明显对学生的实际

学习极为不利。 

（二）涉及到的歌曲内容不够多 

幼儿歌曲的更新换代速度虽然不如三流行音乐那样快，但近些

年来幼儿歌曲的数量每年也都是在不断增加中的。如果对所有的幼

儿歌曲进行统计，数目绝对是极为惊人的。高职院校在教导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有关于幼儿歌曲的弹唱课程时应尽可能地为学生拓展

其在幼儿歌曲方面的见闻，帮助学生掌握更多一些幼儿歌曲的弹唱

方式。当然并不是让学生全部掌握，而是通过多一些的幼儿歌曲学

习找到其中蕴藏的规律，以后即使是接触新的幼儿歌曲也能够快速

掌握其精髓。但当前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课程中的歌曲

数目明显是比较少的，难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三）课程中存在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技巧 

当前高职院校幼儿歌曲弹唱课程体系中还存在一些难度比较

高的技巧。虽然当前学习这些歌曲以及弹唱技巧的是高职院校的

“大”学生们，但在学生掌握这些知识与能力之后，是需要将其在

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教导给幼儿的，因此这些歌曲在技巧难度上不能

太高，且其所表达的情感以及内涵都需要尽可能地简单直白一些，

如此幼儿在实际学习或者听教师弹唱这些歌曲的过程中，才能真正

感受到其情感以及含义[2]。但当前高职院校在进行这门课程教学的

过程中可能是因为对其歌曲本质面向受众不够清楚，以至于有些高

职院校在相关课程中引入了比较多且难度比较高的技巧，这一点是

不合适的。 

（四）教材选用不够统一 

当前高职院校在进行学前教育专业歌曲弹唱课程相应教材选

择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根据本校相关教师的喜好或者一些其他的考

量，很多院校之间的教材都是完全不同的，在实际教材选择上也没

有统一的标准。以至于最终所选择的教材可能存在很多的不合理之

处。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文娱事业发展相对比较迅速，很多适合幼

儿的歌曲或者新的幼儿音乐等层出不穷，但有的教材中对这些并没

有及时更新，教师使用这样的教材在教导学生幼儿歌曲弹唱课程的

过程中很可能无法带给学生足够跟得上时代发展的内容。 

二、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课程改革 
（一）要帮助提高学生对幼儿歌曲的演唱能力 

在进行高职院校学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课程改革的过程中

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对于幼儿歌曲的演唱能力能够更进

一步。幼儿歌曲一般性的流行音乐在风格上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幼儿歌曲要更加充满童趣一些，因为很多幼儿歌

曲都是站在幼儿的角度去看世界，所以表达的情感也都是美好且充

满童趣的。比如说很多幼儿歌曲的歌词里常常就是在以人的角度去

对各种小动物或者自然景象进行模拟。因此在进行这一类型歌曲演

唱的过程中，学生必须要尽可能地带有相应的表情，要有生动，有

趣的情感模拟，甚至可以借用幼儿更加喜欢的娃娃音来盐城[3]。当

然幼儿歌曲考虑到幼儿的发音特性以及其能够掌握的发音技巧，所

涉及到的音域并不会很宽，所以学生在学习这些歌曲的过程中并不

需要做多么高深的技巧联系，只需要对自己的嗓音进行基础性训练

即可，声音要尽量明亮，柔和，不刺耳，能够令听者感到悦耳即可。 

学生在进行幼儿歌曲演唱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以儿童的声音

作为歌唱的主要音色，因此需要在学习演唱的过程中养成童声唱歌

的意识，要坚持声音轻柔，且带有愉快的情感色彩，以饱满的情绪

去进行歌曲的演唱。学生在演唱幼儿歌曲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自己的

呼吸进行调整，进可能的采用腹式呼吸法，如此才能保持住歌曲在

演绎过程中一直匀畅，不会有气息不稳，声音发抖的情况。在进行

幼儿歌曲演唱的过程中学生还必须要注意所有歌词的吐字咬字，字

音必须要足够清晰，不能因为真假音转换的问题出现吐字不清晰的

情况，甚至可以适当地去夸大在咬字上的重音，以便于幼儿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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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这些歌曲的过程中模仿，从而在学习歌曲的同时还能够掌握一些

字词发音与运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学习这些幼儿歌曲的弹唱

还需要注意到歌曲中所包含的情绪，并且要通过弹唱过程中的表

情，动作——可以适当夸张一些，来帮助将这些情绪更准确地传达

给幼儿。 

（二）要提升学生对幼儿歌曲伴奏技能的掌握 

高职在进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幼儿歌曲弹唱相关课程教导的

过程中，有对学生的编曲伴奏能力提出一定的要求，学生在学习这

些幼儿歌曲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能够对歌曲进行自如的歌唱，还必须

要能够做到自如地弹奏一些乐器。因此学生在进行相关课程学习的

过程中必须要掌握一些与编曲伴奏相关的乐理知识，与此同时还需

要进行大量的实践训练，以便于学生能够逐渐掌握幼儿歌曲弹与唱

的技巧。 

高职学校在帮助学生提升其对于幼儿歌曲伴奏技能的掌握程

度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的是去了解相应幼儿歌曲的风格，体裁以

及其本身具有的弹唱过程中的特点。幼儿歌曲虽然大致上的风格是

一致的，但在实际演唱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丝丝的差异，比如说有

的就是纯粹的欢快风格的歌曲，有的则是活泼一些的舞蹈风格的歌

曲，还有的是力量感更足的一些歌曲，当然幼儿歌曲里也有抒情风

格的。学生在了解了这些相关的特点之后还需要能够对和弦正确灵

活地运用[4]。一般来说，幼儿歌曲基本上在尺幅上都比较短小，有

的更是只有几句歌词，学生只需要掌握幼儿歌曲中的简单和弦就能

够对绝大多数的歌曲进行编配了。 

最后教师还需要教导学生可以根据幼儿歌曲的实际特点去选

择合适的伴奏音型。一般来说在为幼儿歌曲进行伴奏编曲的过程中

可以有三种类型的音型，整体和弦伴奏的方式，分解和弦伴奏的方

式，半分解和谐伴奏的方式。其中分解和弦这种方式大多数用在一

些抒情风格的歌曲里，而半分解风格的则用在节奏活泼明快的舞曲

中，整体和弦则用在力量以及向上型的歌曲中。当然不同高职学生

可能在这些和弦伴奏的掌握能力方面存在差异，高职院校可以根据

学生的实际能力对学生进行不同要求。一般来讲掌握基础的三升三

降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讲就已经足够了，当然，学生如果仍

有余力，还可以继续进行更多音调的学习与掌握。 

三、改革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歌曲弹唱课程的综合实践 
（一）要进一步明确弹与唱在幼儿歌曲学习中的主次地位 

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幼儿歌曲弹唱教学过程中，教师必

须引导学生做到弹与唱之间的音量上的平衡。否则，就很可能因为

一方对另一方的干扰，造成歌曲最终的呈现效果极其不理想。歌曲

弹唱在实际进行过程中需要一边歌唱，一边进行弹奏，这本身就是

一件需要一心二用的事情，因此在学生实际进行练习的过程中必须

要能够掌握注意力分配之间的平衡，要能够保障弹与唱的协调性，

同时两者之间的音量也需要相对平衡。不能因为要弹奏就忽视了歌

唱，要明确弹唱表演中唱还是占据主体地位的，而弹奏只是一种音

乐上的辅助，学生必须要明确这种地位之间的主次关系，歌曲的表

现才会更理想。 

（二）教师要对学生的听觉能力进行培养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进行幼儿歌曲弹唱的过程中

必须要做好弹与唱之前的配合，在实际进行配合的过程中学生要能

够听到自己的弹唱声音，以便于歌声与钢琴，电子琴或者吉他等发

出的声音可以密切配合到一起，消弭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杂音或者

不和谐元素。因此在实际进行高职院校学生教学的过程中还必须要

重视对学生听觉能力的训练，教师可以播放一些幼儿歌曲片段，由

学生倾听并判断其中人声的音调或者伴奏的旋律等，再或者将学生

分成不同的小组，相互进行配合弹唱，由此来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听

觉能力，使其在自我弹唱的配合上能够更加默契。 

（三）要帮助丰富学生的幼儿歌曲类型 

高职院校在教导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进行幼儿歌曲弹唱课程学

习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帮助学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幼儿歌曲类

型。除了本身所选择的教材中罗列出的一些比较典型的幼儿歌曲之

外，教师还可以从网络中获取到更多幼儿歌曲，通过视频教导或者

鉴赏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在幼儿歌曲上的见闻得到增强[5]。同时教师

还需要加强相应幼儿歌曲弹唱实践方面的教学，帮助学生从弹唱的

实际体验中不断去积累经验，获得更强的幼儿歌曲弹唱能力。当然

除了以上的教学资源扩充之外，高职院校的教师还可以大力鼓舞学

生根据自己掌握的幼儿歌曲特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体验感悟

等去进行简单幼儿歌曲的创作，并以弹唱的方式将其展现在其他学

生的面前，帮助学生在幼儿歌曲方面的思维可以变得更加开阔一

些。 

（四）组织学生去幼儿园实践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学习这些幼儿歌曲的弹唱技巧

最终的目的是将其教导给幼儿或者是在与幼儿进行相处的过程中

可以使用这些技能来迅速拉进其与幼儿之间的关系，确保双方的相

处变得更加和谐。这意味着学生进行弹唱的对象是幼儿园中的“小

朋友们”。那么学生究竟在幼儿歌曲弹唱方面的表现如何，还需要

幼儿的品评与反馈。故而高职院校在进行学生幼儿歌曲弹唱教学的

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定期组织学生去附近或者当地的幼儿园中进行

义务的弹唱表演，由幼儿们作为评委老师对学生的弹唱表现进行打

分。同时学生还可以从幼儿欣赏表演的过程中感受到自身表演是否

真的成功，又需要进行哪些改进。这对于学生幼儿歌曲弹唱能力的

增强是很有帮助的。 

四、结束语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进行相关教育知识学习的过

程中除了要掌握幼儿应该学习的科学知识之外，还应该掌握一些能

够娱乐并启蒙学生音乐艺术天赋的能力，因此进行幼儿歌曲弹唱课

程的学习是极为必要的，并且还需要深入学习，掌握相应的技巧与

歌曲表达。当然幼儿歌曲弹唱课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有合适

的方式，高职院校的教师要注意采取合理的措施，通过理论引导，

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来帮助学生能够更充分地掌握这些幼儿歌曲

的应用，在日后的幼儿教学中发挥出其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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