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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对音乐图谱设计的再认识 
◆李韵姝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明德幼儿园） 

 
摘要：图谱在音乐教学教育中符合儿童形象思维的学习特点，幼儿要想
理解和表现一些音乐材料是有一定困难的，利用图谱这样的视觉符号材
料，不但可以把音乐材料形象化、简单化，还可以增加直观理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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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音乐活动中，图谱是用以显示音乐结构、音乐内容
的图画或结构模型图。图学论者哈拉里曾说过：“千言万语不及
一张图。”图谱可以把抽象、无形的音乐化为具体、有形的符号、
色彩等，帮助处于直观形象思维阶段的幼儿理解和记忆。 

作为音乐教师，无论开展的是打击乐、歌唱活动或是律动活
动，图谱作为一种教学支架更好地为幼儿感受音乐并乐于自主参
与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图谱的设计中应立足于幼儿的发展
水平来思考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图谱的设计 
1、图谱的使用目的 
不同类型的音乐活动的教学目标不同，图谱的设计方式也不

同。  
歌唱活动的教学目标一般是要求学习者理解和记忆歌词，准

确掌握歌曲的节奏和旋律，会唱歌曲。因此图谱的使用目的多为
帮助幼儿理解、记忆歌词。图谱的设计一般采用图片与歌词内容
一一对应的方式。  

韵律活动较注重动作表现，图谱的使用目的主要用于提供线
索帮助幼儿回忆动作的顺序、造型等。例如在大班韵律活动“俄
罗斯舞曲”中，音乐背景是一场欢快的踢踏舞，前期带领幼儿观
看踢踏舞视频并学习相关经典动作并简化成孩子能做到的动作，
图谱中的图片内容也按简化后的经典动作来设计编排，这样，幼
儿看到图谱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动作的造型要求和顺序了。  

打击乐活动比较注重幼儿对乐器的演绎以及同伴间的合作，
图谱的使用目的主要在于帮助幼儿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及乐
器演奏的顺序。例如，在大班打击乐活动“芦笛之舞”中，幼儿
看到图谱后就能明确自己的角色和演奏顺序。  

集体舞活动比较注重学习者对舞蹈动作及队形变换顺序的
记忆，图谱使用的目的在于帮助幼儿明确动作要求、识别和回忆
队形。在大班集体舞“胡桃夹子进行曲”中，我在设计图谱时用
圆形中的一半黑色代表幼儿的头发，一半白色代表幼儿的脸，且
每个圆形中的黑白部位不同。幼儿只要记住了代表自己的那个
圆，就可以在图谱的提示下准确变换队形。  

2、图谱设计中的图形选择  
图谱设计中的图形可分为写实、象征、文字和符号四类。  
写实的图形包括真切反映实物形象的图像，如照片、肖像等，

以及抽象化的实物形象，如卡通形象等。幼儿思维特征具有直观
性，写实类图形 符合其认知特点，但也有局限性。设计写实类
图形比较费时，有时候难以表现抽象的音乐结构以及旋律走向。  

有时很多大班音乐活动图谱中会出现文字。这是因为大班幼
儿对识字逐渐萌发了兴趣。使用文字可以表达用图形难以表达的
抽象内容。例如歌曲“相亲相爱一家人”中，歌词 “亲亲的”
是用图形难以表现的，所以用文字表达也不错。  

符号是指有别于写实类图形、象征类图形、文字的一种表征
方式，比如反复记号、问号、爱心符号、笑脸符号等。符号大多
运用在歌唱活动中，通常用以表现歌词内容，主要作用在于简化
歌词表现形式，方便幼儿理解与记忆。例如，在歌唱活动“百灵
鸟”中，用“？”表示歌词“在哪里”，用波浪线表示歌曲旋律
“啦啦啦啦啦”。  

3、图形数量的考虑  
图形数量一般会与音乐乐句、乐段相匹配。歌唱活动中的图

谱多为一句歌词配一幅图，也有一句两图、两句一图、一段一图
等的设计，具体通常根据歌词难易程度而定。韵律活动中的图谱
设计大多依照乐句与乐段而定。 

4、布局结构的设计 
教师设计的图谱大多是按照从左至右、从上而下的顺序来布

局的，这种布局比较方便幼儿读谱。  
也有按上下对应的方式布局图谱的。如分声部歌唱活动“钟”

中。设计的图谱为上面一排小钟下面一排小钟，幼儿可以通过读
谱比较容易地辨认出角色并感知不同声部的对比变化。  

按上下、左右对应方式布局的图谱较适用于幼儿的分组合作
活动，幼儿可借助图片排列顺序明确角色，了解音乐内容或结构。
例如，在打击乐活动“蔡伦造纸”中，设计的图谱为并排的三栏，
分别代表三种乐器。幼儿通过读谱可以明确自己的击乐分工、顺
序以及乐器演奏动作。  

5、图谱中色彩的选择 
设计时可通过色彩对比突出角色特点或分工。例如，在大班

打击乐活动“嫦娥奔月”中，设计的图谱为红色和黑色两列写实
类图形，把固定拍与顽固伴奏两种节奏型便于幼儿能显而易见，
避免了幼儿的混淆。   

设计与图像符号相匹配的颜色。例如，在中班歌唱活动“买
菜”中，设计图谱的图像色彩参照了歌词中涉及的各种蔬菜的实
际颜色、形状。  

二、图谱的运用 
1、图谱呈现的方式  
音乐教学活动中，图谱的呈现方式大致有两种方式：整体呈

现和分步呈现。呈现成图和随乐画图。  
整体呈现是指将图谱一次性呈现给幼儿，分步呈现则是指将

图谱有步骤地分次呈现给幼儿。前者有助于幼儿对图谱的整体感
知和对音乐结构的整体把握；后者有助于幼儿明确情节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歌词内容。  

成图是指教师在活动前准备好的图谱，活动过程中不需要进
行改动，只需直接呈现即可。随乐画图通常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
图谱，旨在帮助幼儿更细致地理解图谱与音乐的对应关系。  

2、图谱呈现的环节  
幼儿园音乐活动通常包括五个环节：欣赏、导入、认知、练

习、反思。  
在欣赏、导入、认知环节呈现图谱较适合音乐游戏活动，可

以让幼儿在音乐游戏中通过无意注意初步熟悉音乐，然后进入相
关的游戏环节。  

在练习环节呈现图谱，旨在激发与维持幼儿的学习动机。幼
儿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图谱有利于激发和维持幼儿的兴趣。  

在反思环节呈现图谱大多是为了促进幼儿的反思，以引导幼
儿评价自己对歌曲的掌握程度。  

3.图谱的设计主体 
在音乐活动中，图谱可以由教师设计和呈现，也可以由幼儿

参与设计和呈现。  
教师设计和呈现图谱，大多是为了配合音乐，一般不宜轻易

改动。  
幼儿参与图谱设计和呈现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类：幼儿独立完

成图谱，幼儿完成部分图谱并创编歌词。让幼儿独立地完整画出
图谱，适用于音乐特色鲜明、易于用符号表现；对幼儿没有过多
绘画技巧方面要求的情况。幼儿可先对音乐进行整体感知，再把
听觉感受转化为视觉符号表现出来。  

4.图谱的撤除  
在音乐教学活动中，图谱使用也有一个逐步撤除的过程。例

如，在打击乐活动中，在幼儿对音乐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可以让幼
儿照着图谱进行演奏，但当幼儿对音乐熟悉以后就应逐步撤除图
谱，让幼儿照着教师的指挥进行演奏。又如，韵律活动需要幼儿
随乐律动，幼儿如果太依赖图谱，就会被其牵制而出现动作不流
畅的情况。这些小障碍就得需要教师有效地发现和把控。 

通过这次跨省学习，我学到了新的教育理念和观点，希望自
己能学以致用，把这次学习的知识积极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做一
名积极向上的幼儿教师。 

结论： 
幼儿时期是发展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的重要时点，音乐教育

对于开发幼儿智力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幼儿在这一期间理解
客观事物的问题上还没有具备成人的思维方式，因此在音乐活动
中运用图谱教学，可以大大帮助幼儿更形象地理解音乐作品，同
时也能帮助幼儿音乐教师更好地进行音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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