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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声乐作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在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艺术课程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高职院校的特殊性，它是以

培养实践型、技能型人才为办学宗旨，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模式上应该具
备明显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但在实际的声乐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大

班授课的教学模式，虽然有其必然的优势，但与我国教育倡导的“因材

施教”原则存在违背之处。因此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在大班教学的基
本上保留其优势，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采取合理的解决措施，并有所创

新。分层教学是本文提出的优化大班教学的一大举措，尊重学生的个体

差异性，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合理地调整和优化课程内容，改进
教学方法，以期提高声乐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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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开设声乐课程，可以培养和锻炼学生表

演唱的能力，对提高学生整体的艺术水平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日益推进，我国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越
来越重视，在高职院校中声乐课程的教学也备受关注，同时也向
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教师在进行声乐教学过程中，结
合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以及社会需求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创新教
学措施，并善于发现问题，不断地优化教学内容，在提高学生整
体艺术水平的同时，也为向社会输出具有实践型和技能型的综合
性人才贡献一份力量。 

一、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现状 
（一）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主要课程 
学前教育专业包括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健康等五个领

域的教学内容，其中声乐作为艺术领域最关键的一门课程，教学
过程中一定要明确其教学定位和发展纲要，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
课程主要是以 3-6 岁学生为教学对象，以培养学生儿歌表演唱的
能力为教学任务。 

（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大班模式 
目前，学前教育专业声乐教学主要还是采取大班授课的教学

模式，这是由我国长期以来的教学主流所决定的，虽然大班模式
有其固定的优势，几十个学生同时授课，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能够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需求，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忽
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由于每个学生在知识水平和思维模式上
都有所不同，因而对于学习的需求也大不相同，如果按照统一的
标准进行教学，会导致学生学习效果不均匀，在很大程度上也会
影响到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因此在大班教学模式下，还是
应该首先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尊重学生的个体发展。 

二、以分层教学为例，优化学前教育专业声乐大班教学策略 
（一）了解学生个体差异性，合理划分学生分层 
学生个体差异性的体现来源于许多方面，比如声乐技能不

同、表演唱能力不同、艺术修养不同以及性格差异，因此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都有不同的学习节奏，而如何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
的学习节奏是分层教学的首要任务。首先根据学生的声乐技能和
表演唱能力进行层次划分，将能力水平比较均等的学生集中起
来，进行与之相应的教学内容，有助于学生找到自己的准确声音，
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声乐技能和表演唱能力，还能帮助学生找到
自身的特色和闪光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比如，一组为声
乐技能和表演唱能力较强的学生，该组学生有较好的声乐基础，
教师可以对其进行拔尖训练，这样更利于学生的快速成长。二组
为有一定声乐基础但能力有待提升的学生，教师可以采取多训练
的方法，在实践中帮助学生找到学习技巧，找到提升自我能力的
突破口。三组为声乐基础较薄弱的学生，教师首先应该帮助学生
夯实声乐基础，督促学生多学习、多训练，勤能补拙。 

（二）明确教学目标，有效划分教学内容分层 
明确教学目标，有效划分教学内容也是根据学生个体差异性

决定的，这也是进行分层教学的关键。其中一组学生，教师可以

要求学生不断强化自身声乐基础，还要为提升自身能力积极寻找
声乐理论付诸于实践的有效路径，要有探索精神；二组学生，教
师可以要求学生正确把握自身优势和不足，努力发挥其优势和改
进不足，并通过不断地学习和锻炼，提升自身声乐能力。三组学
生，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夯实声乐基础，勤加
训练，努力克服学习困难，争取让自身声乐能力能够上一个台阶。
总的来说，通过给不同分组的学生设定不同的教学目标，规划不
同的教学内容，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大幅度提升教
学效果。 

（三）大班教学与分层教学相结合 
分层教学与大班教学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以学生为教学核

心，而大班教学最大的优势在于课堂效率高，因此将两种教学模
式相结合，相互弥补、相互配合，可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其自身的
作用和优势，从而满足不同分层的学生的学习需求。 

（四）分层教学与艺术实践相结合 
课堂上的理论学习和训练都是为实践做的前期准备，学生学

习声乐课，只有将所学所知付诸于实践，才能真正体现出学生表
演唱的能力和艺术表现的能力，比如一场演出，教师可以根据表
演的内容和每个学生的情况，合理地分配学生不同的角色和表演
任务，恰当地将艺术实践进行分层，可以使学生各尽其能，发挥
其所长，并在实践中有所收获，进而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艺术
素质和艺术修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中开设声乐教学课程显得非

常重要，而且教学意义重大。不仅能培养和锻炼学生表演唱的能
力以及声乐技能，而且在为社会输出具有实践型、技能型人才方
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其中大班教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通
过不断地改变教学模式和优化教学课程，合理运用和结合分层教
学，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积极地配合
学生寻找自身的学习节奏，努力挖掘自身优势并不断加强训练，
进而不断地提升自身表演唱的能力和声乐技能，并在艺术实践当
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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