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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教学改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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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艺术的课程体系中有许多不同的门类，其中钢琴弹唱就属于该体系中实用性以及实践能力较强的一个门类，所以在

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加入该课程存在必要性。个人弹唱的能力属于音乐类职业技能之中的基础技能，所以需要增

强高等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们在弹唱方向的技能实践练习，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们的职业技能应

用实操能力。本文将从音乐艺术的课程设计体系出发，对于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钢琴弹唱教授存在的种种

困难和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继而提出关于该科目后续开展教育模式改革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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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Reform of Piano Singing Teach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bstract】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music art, among which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belongs to a 

category of prac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system, so it is necessary to add the curriculum 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Personal ability of playing and singing belongs to the basic skills of music vocational skills, so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practic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direction of playing and 

singing.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y focu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of vocational skills.Based on the curriculum 
design system of music art, this paper will study and discuss the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of piano singing professors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put forwar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subsequent reform of this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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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均是聘任音乐艺术学院的教师负责

本校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音乐艺术部分，该类型教师的音乐

技巧非常专业，但却并不全面适用于学前教育类的学生培养目标。

而钢琴弹唱教育属于学前教育体系音乐部分的重点项目，其对学生

的实用程度和未来职业发展导向性都较强。所以，对于高等院校中

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弹唱类科目的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将较大程

度推进我国幼儿教师队伍的建设，提升幼师的艺术素养和应用水

平。 

1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课程概述 

高等院校中学前教育专业当前阶段的音乐艺术类科目大部分

是由艺术类学院的教师负责进行，而且因为各个高校的教师队伍建

设程度和科目设计的体系不同，相应的科目开设和内容选择也各不

相同。基本上各家高等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都会开设舞蹈、声乐、

乐理、钢琴以及视唱练耳等相应的课程。而在舞蹈、声乐和钢琴等

基本门类的技能教授过程之中，也会加开相对综合性和实践性比较

强的艺术实践类科目。包括但不限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幼儿舞蹈

创编、幼儿歌曲弹唱等不同类型但都具有职业实用度和综合艺术创

新能力的科目，同时也成为学前教育体系学习内容中的掌握重点。

总的来说，针对现行的学前教育体系的课程设计已经相对完善，满

足学生系统化学习实践的需求。但是，面对即兴发挥和创造改编类

的弹唱艺术课程却远远不够，大学生需要掌握编配、听辩、和声、

曲式等综合音乐基础能力，才能全方位且高效率的学习并掌握拥有

一定程度即兴性以及应用性的幼儿歌曲弹唱教学和创新能力。 

2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课程的教学目标 

学龄前儿童的学习状态往往是启动身体的，深入情境之中的，

而高等院校学前教育类专业的教育特质则是将知识内容融入各种

类型的艺术类实践项目中，儿童弹唱活动就是其中一项。该专业毕

业生必须在从业之后能够充分利用专业知识以及技能开展幼儿音

乐教育活动，在幼师岗位上发挥弹唱技能的优势，这是高等院校的

学前教育专业在校教育的根本目标。同时，科学性的制定教学目标

有助于幼儿弹唱教学的高水平开展，总结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设

计中“幼儿歌曲弹唱”科目的教育大纲内容及相应论文的经验，可

以将儿童弹唱科目的教学目标进行如下总结： 

第一，确保大学生能熟练基本乐器的弹奏技巧，也就是可以独

立自主完成小乐曲和幼儿歌曲的演奏。所以，高校教师在实际教学

阶段需要结合幼师群体的教学对象考虑教育内容和手法，学前教育

专业的毕业生往往就职的岗位需要面对的儿童群体为 3～6 岁，这

与其他学科毕业的大学生有所不同。幼师的钢琴弹奏范围多为幼儿

歌曲，所以在培养大学生音乐基本功的同时，也需要培养大学生对

于音乐学习的积极性，适当地利用一些旋律简易且优美的小调来代

替拜厄、肖邦等的专业练习曲来培养大学生的弹奏技能，将原本枯

燥的技巧练习变得更加具备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掌握钢琴演奏技

巧的效果。 

第二，大学生能自主独立的具备表现力的演奏出完整且准确的

歌曲。在声乐方面需要大学生正确运用儿歌的演唱技巧，能实现歌

唱时的感情倾注。大部分情况下，儿歌演唱多以童音为主色调，演

唱过程应当吐字清楚、明亮且悦耳。同时演唱时能调整好气息，保

持口鼻吸气，同时保持好换气的节奏和时机，根据乐谱的要求进行

换气。 

第三，弹奏与演唱进行结合，还需对相应歌曲具备情感表达及

音乐鉴赏能力。在实际弹唱时，除了手、口、脑的彼此协调，面部

神态以及表情和肢体动作也需要表达出响应歌曲内涵的感情，实现

全身心的弹唱，这将有助于后续音乐教学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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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教学目标，幼师还需要在进行幼儿歌曲弹唱的教育活

动时能结合不同层面来展开，如乐器技法、声音表现、音乐理论知

识等，带给学生多种多样的学习体验，在确保技艺教授的同时，深

化教育内涵，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弹唱教学与音乐教学相分离 

尽管各个高等院校已经达成了提升大学生声乐和器乐专业水平

的教育目标，但仍未结合幼师的职业需求和专业应用需求，导致弹唱

教育被不科学地推广，阻碍了该专业学生整体教学水平和教学模式的

提升。音乐艺术教学手法创新的缺乏导致教学手段聒噪且单一，容易

发生顾此失彼的情况。这样培养出的毕业生对园内音乐教育本质理解

不深，更无法把握儿童情感特质，无法将合适的教学手法带入音乐教

学之中。所以，弹唱教学和音乐教学法的彼此分离会致使该专业的毕

业生上岗后照本宣科或完成任务式教学，无法促进儿童弹唱能力的提

升，这样的负面影响将对儿童教育带来严重阻碍。 
3.2  弹唱教学与幼儿园岗位技能要求存在距离 

第一，在学前教育体系课程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教育发展实际

情况进行教学内容选择，许多高校的音乐课程仍旧保持着学院派风

格。学生大量地进行练习曲联系、演奏考核和音乐理论学习，但针

对幼师的职业专业要求而言，对于其实际的演奏和弹唱的水平并不

需要达到音乐生的专业层次，而是能够实际应用在教学过程中。该

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是弹唱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即兴演奏的技

巧，满足幼儿音乐教育的需求即可。但是，目前专业类院校的参与

度较低，儿童教材内包含的弹唱仍是边缘部分。 

第二，在实际进行弹唱教学时，高校教师重点应放在学生的实

践指导上，虽然课堂内涉及的内容在声乐课也会学习到，但高校仍

未主动引导学生如何发挥幼师自身在园区内实际教授音乐弹唱的

综合水平。简单来说，该专业学生往往掌握教学所需的声乐和器乐

技能，但对于营造教学氛围、教学方法选用、教学实践和知识传授

等方面仍旧薄弱。这使得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从事实际工作时，往

往手足无措，导致授课过程无法引起儿童的兴趣和积极性。 

4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教学改革设计 

4.1  针对幼儿园音乐教学步骤设计儿歌弹唱教学目标 

第一，将幼儿心理课程融入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体系之中。采

用微课堂的模式，寻找或制作涵盖儿童心理的教学材料辅助本专业

学生深化对幼儿心理的了解，再辅之以弹唱的技能教学，帮助本专

业学生未来可以结合儿童情感的波动来进行教育内容及活动的设

计，让儿童弹唱教学在落地过程中更加优质和全面。 
第二，提升大学生示范性弹奏及演唱水平。示范性的幼儿歌曲

弹唱往往能实现对幼儿情感的共鸣。要推进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

掌握牢靠的弹唱基础，教师首先需要梳理清楚原有的弹唱教学内

容，同时结合新媒体教育设备进行辅助教学，例如，播放相关的背

景视频以及图片资料让学生深化对儿歌进行声情并茂弹奏能力的

理解，便于学生日后的实践和应用。 

第三，学前教育专业需要设置更多的实地教学活动，让学生有

更多机会和儿童实际接触和交互。高校的教育管理层需要改革原有

实习计划，增强该专业学生实习的机会，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园区实

际教学的经验，了解儿童的情感特质和学习习惯。高校必须为该专

业学生尽可能创造相对真实的教学交互场合，帮助学前教育专业的

大学生能和儿童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和

学龄前儿童能实现实时交互，同时也加强学生弹唱应用水平。通过

不断的交互活动，该专业学生可以体验到儿童的情感特质，可以发

现幼儿歌曲弹唱教学对儿童的实际触动情况，从而能结合儿童的心

理波动进行教学。 
4.2  帮助学生熟悉幼儿园的专业技能要求 

在开展实践活动时，高校教师需要把更广泛的儿童歌曲加入进

弹唱科目教学之中，关注学生对弹唱技巧的教学应用情况。对于儿

童歌曲的选择上，高校教师可以结合幼儿园的教材，选取目前园区

中较为流行的儿歌来引导大学生绘声绘色的进行弹唱，这样一来，

高等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才能充分掌握课上学到的音乐技巧

和音乐素养，加速音乐科目教学结果的发展。除去对于学生进行弹

唱教学之外，教育体系之中还需要添加实用类科目，例如，视唱练

耳、流行歌、童谣模拟等，帮助大学生在弹唱练习时同步掌握教学

技巧，基于此，教师还可以创造各种类型的授课情境，模拟真实的

园区授课场景，带领大学生进行情景模拟，学生的角色为园内的幼

师从而感受教学，再结合教师的精心准备，设计对应的“儿童和家

长”角色，将情景模拟的效果提升到最好，这样的课程教学活动能

将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充分地融合到弹唱教学的全流程之中。除此之

外，教师还需要提高实地见习教学的频率，带领学前教育专业的学

生步入幼儿园，让大学生在真实的幼儿教育环境中去实践教授儿童

弹唱的教育能力，继而实现对大学生技能实践能力和掌握水平的培

养和进一步提升。 

5  结语 

现如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带来了更加多种多样的教育可能

性。教学手法的创新和改革有效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潜力发挥。而为

了帮助学生提高知识应用水平，实现产教融合，还需要高校教师能

跟上新时代产生的教育诉求，从而开展目的性较强和实用程度较高

的改革举措，促使幼儿弹唱教学的体系改革工作能稳步开展，最终

实现提高幼师儿歌弹唱教学水平的目的，为中国的幼儿教育行业培

养更多的优秀应用型人才，推进高等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钢琴弹唱

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质量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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