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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中的实践模式研究

◎陈福勇
摘要：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带给人美的感受，音乐教学是专业培养对音乐感兴趣的人才，但是学前教育的音乐教学需

要根据幼儿教育的特点进行实践模式的探索，幼儿的感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都要考虑在内，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一套

适合幼儿学习的音乐教学模式。理论要服务于实践，高校的学前教育是为幼儿教学服务的，但是现阶段很多高校的学前教

育专业音乐教学中没有很好地适应幼儿的年龄特点，只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在教授知识，针对这种弊病，要努力克服，探

索出一套新的学前教育音乐教学的实践模式，为幼儿学好音乐，净化心灵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本文通过对现阶段高

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剖析，结合幼儿特点，探索创新性的实践模式，希望为今后的高校学前教

育实践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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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针对的是幼儿，也就是 0 到

6 岁阶段的儿童，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儿童。学前教育音乐专业

要培养的教师是自愿投身于教育事业中，

喜欢孩子，能够与孩子进行和谐而快乐

的沟通与交流，具有扎实的音乐专业基

础，良好的专业素养，能够将音乐方面

的理论知识充分运用于实践中的人才，

因此，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十分重

要，高校对于这个问题也逐渐重视起来。

有了专业的音乐核心知识和技能，怎样

运用于幼儿实践教学中，这是一个值得

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一、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当前的学前教育音乐教学模式单一，

老师缺乏与学生的互动，还是单纯靠单向

的老师将知识传播给学生为主，得不到学

生的反馈，单向传播虽然表面上可以实现

老师的授课任务，但是却没有充分考虑到

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学相合一”的理念

就是老师教授与学生学习融为一体，要进

行两方主体的双向交流与互动，而现在学

生几乎没有自主学习的机会，很多老师觉

得 0 到 6 岁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行

动的能力，因此一直实行手把手教学的模

式，一味地将课本知识生硬地传递给学生，

却丝毫不考虑学生到底适不适合这种学习

方式，这种教学不仅不利于幼儿学习音乐

知识，而且会阻碍其独立发展的能力，不

利于幼儿从小发挥想象力，也不利于幼儿

拓宽视野、活跃思维。这是很多高校培养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存在的一个通病，一个

合格的老师需要针对不同年龄和性格的学

生授以不同的教学模式，因此，高校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其运用专业知识能够

学以致用十分重要。

二、音乐教学对于婴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对于幼儿来说，接触音乐相对于接

触其他领域的知识时间更早，在妈妈肚子

里的时候，就接收了外界声音的刺激，例

如爸爸妈妈讲的故事，还有呼唤宝宝的声

音，以及外界的东西和人们发出的各类声

音等。出生以后，又接触到了自身和外部

环境的声音，有护士小姐姐哄睡的声音，

妈妈呼唤宝宝的声音，还有唱摇篮曲的声

音、逗笑时的声音，以及婴儿自身大声哭

喊的声音等，这些声音在日积月累之下，

就会敏感儿童的神经，儿童在听到这些

音调和音色之后，就会自然做出反应，

即音乐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婴幼儿

时期就形成的。

相关研究表明，音乐对于儿童想象

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具有推动作用，音乐

的音符、声调、速度等都是刺激儿童听

觉的重要因素，平缓的音乐有利于平复

儿童的心理，热烈的音乐可以激发儿童

对于生活的热情，温暖的音乐可以柔和

儿童心灵。听音乐可以体会时空的纵深

感，感受艺术的气息，对于从小培养儿

童的高尚情操具有重要作用。让儿童多

接触音乐，可以发挥其想象力，引导其

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从而使他们拥

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美好心灵，有利于健

康阳光心态的培养。

三、高校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中的实践

模式

（一）结合婴幼儿特点，探索实用性

教学模式

儿童对于音乐的感知能力和成年人明

显不同，儿童更注重动作表演，学前教育

教学要找出儿童的心理特点，总结出儿童

感知能力的规律，将这些规律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探索出适合儿童的实用性教学模

式。儿童喜欢用身体来表达语言，学前教

师要利用儿童这一特征，为学生多安排一

些能够调动其身体潜能的活动，可以根据

音乐的旋律训练学生对于韵律和节奏的感

知能力，而感知能力的呈现方式就在于观

察学生是否可以根据旋律和节奏来进行相

应的身体表演，也就是协调能力。

在课堂上，学前教师要根据儿童的年

龄特点和心理特征安排和设计教学计划，

制定适应其学习的知识点。除了课堂上，

在课后对儿童的学习进行评价时也要围绕

该年龄段儿童的生理特征进行，考虑到课

堂所设置的教学目标是否合理，选择的音

乐是否恰当，教授的动作是否合适，讲授

方法是否合理等，这些因素都要被考虑的

在内。

（二）增加实践教学的课程在高校教

育中的比重

在当前的学前教育专业音乐教学过程

中，理论化课程较多，实践性教学较少，

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教学更是少之甚少，但

是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前教师的音乐素养

十分重要，因此，要加大实践教学的课程

比重。

在高校可以多设计一些模拟教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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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课堂，让学生在沉浸式课堂中讲授知

识，有利于训练学前教师的实际授课能力。

除此之外，实践教学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组

织学生到幼儿园进行参观和试讲，让学生

在现场学习音乐课堂的教育方式，并对观

摩教学和教学实践进行反思与总结，以第

一人称视角对已有的理论知识进行回顾，

有利于实现学生对音乐专业理论知识的深

化理解。

（三）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行因

材施教

教学的最终目的都是让学生能够学会

知识，所以要寻求高效的教学模式。学前

的音乐教学活动，主要在于培养幼儿对于

音乐的感知能力，即对于音调、音色、声

音和节奏等要素的感知协调能力。在教学

过程中，学前教师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幼

儿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对待幼儿需要循

序渐进，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观察其

各自不同的心理、生理、兴趣和性格特点，

再进行差异性的教学。

由于生理发展规律，幼儿的学习能力

相对来说较弱，因此不能对幼儿的音乐学

习要求过高，应该根据不同年龄幼儿的知

识接受能力对其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不

同年龄段的幼儿对于动作的把控程度，在

具体教学过程中，要将课程目标与实践教

学相结合，难度要分区块进行，对幼儿进

行专业的训练，一步步增强幼儿对韵律、

音高、速度和节奏等音乐要素的感知能力，

从而进一步培养幼儿对于音准和节拍等部

分的掌握和动作表演素养。

（四）将德育教育渗透进学前教育专

业课程中

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一个合

格的学前教师的标准，但同样重要的还有

良好的品德，只有一个学前教师具备高尚

的道德操守才能教出思想道德修养高尚的

学生，因此，在高校教育中，培养学生正

确的思想品质，设置相应的德育课程十分

必要。

音乐有很多种类，其中不乏正义的歌

曲，将一些歌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可以

激发学生的正义情感，有利于潜移默化地

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审美情操。在教学过

程中，可以为学生营造德育与音乐相结合

的课堂场景，例如在学习《歌唱祖国》这

一歌曲时，老师可以结合歌曲创作与新中

国成立一周年的时代背景，让学生不只是

单纯地学习歌词，而是融入一些自身真正

理解之后的情感，体会中国人民真正站起

来以后的自豪，这种教学模式一方面可以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巧，另外一方面可以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德育与音乐兼得。

（五）加强高校学前专业的学生专业

技能培养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的扎实

的音乐基础技能，包括唱歌能力、创作能

力、弹奏乐器的能力、舞蹈表演和童声合

唱训练能力，除此之外，还有基础的音乐

理论和视唱练耳的能力。这些能力都需要

长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需要高校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来保证学生

有完整独立的音乐空间来训练音乐和创作

音乐。学前教育音乐专业的学生在上专业

课时，要认真听讲，在课后不断温故而知

新，打好专业课的基础。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的幼儿园观摩活动，到幼儿园善于观察，

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反思自己所学

的专业理论知识是否可以真正运用到实践

教学中，进而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修复

自己理论知识中的漏洞，做到学以致用。

学校还可以定期邀请一些拥有多年

丰富教学经验的幼儿老师进入学校举办讲

座，让这些老师讲述自己在实践教学活动

中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给学生与幼

儿老师提供珍贵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让

彼此之间交流经验与理论知识，相互促进，

取长补短。学校多为学生争取一些校外实

习的机会，保证学生在投身教育事业前都

有足够的实战经验，还可以赢得更好的口

碑，提升学校的知名度。

四、结语

总而言之，高校学前教育音乐专业的

学生在实践教学中，要根据幼儿不同的心

理和生理发展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因

材施教；高校要培养实用型人才，让学生

可以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学以致

用；同时也要注重思想品德素质的培养，

为社会输送一批批健康阳光和积极向上的

学前教师。只有做到这几点，才能在进行

实际教学时，让学前教师为人师表，引导

幼儿塑造良好的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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