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儿歌弹唱的课程教学模式

《儿歌弹唱》课程教学是一直困扰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难题，其教

学模式的研究和探讨已经刻不容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儿歌弹唱的现状

长期以来关于幼儿歌曲弹唱的教学模式老师就有理念上、形式上的分歧。一

直没有确定弹唱教学的核心教学目的，这就使得教学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

题，有的老师觉得应该以”唱”作为主要训练目的，有的老师觉得应该以”弹”

为主要训练目的，从而也就使得学生有的能唱，但是弹得很一般，不能体现以弹

助唱，有的同学就弹得很花俏，但是唱得不理想，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弹和唱不

能协调，慢慢的学生就失去了幼儿歌曲弹唱的学习兴趣，从而《儿歌弹唱》教学

也就成为了较难的问题。

1.弹的能力。有些同学认为弹琴就是动手指头，所以只要手指头动一动把音

弹对，这就算会弹琴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正确的弹琴方法要求掌握要领，通

过不断的练习，掌握正确的弹奏方法。有些学生弹琴时，手、胳膊都绷得紧紧的，

或猛砸猛敲，或指头软弱虚飘，不能正确地弹奏、断奏、连奏，这是钢琴弹奏教

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2.唱的能力。歌唱不能获得良好的声音效果，常常是由于姿势不正确造成的。

如，挺着肚或凹着胸，影响呼吸，使声音憋着唱不出来；夹着肩、伸长脖子唱，

用不上气；伸长下巴、斜着肩膀、身体处于懒散状态，唱出的声音有气无力；一

边唱一边用手或脚打拍子，或是一边唱一边点头击拍，影响演唱效果。因此，练

唱时应该保持正确的姿势，正确的姿势是进入歌唱状态的前提。

3.“弹”“唱”不能同时进行。有的学生不能同时把握住节奏，“弹”与“唱”

脱节，甚至不在一个相同的调内。这也需要在教学中进一步纠正。



所以现在很有必要对幼儿歌曲弹唱教学模式进行研究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

使我们的学生真正达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下面就教学模式结构五大因素我们

探寻一下幼儿歌曲弹唱教学的规律性和独特性。

二、《儿歌弹唱》教学模式的研究

1.理论依据：

我们在教授学生课程时往往会发现乐理、和声、简易伴奏的理论非常重要，

例如有的同学看到一首幼儿歌曲，想要弹唱，就必须先做到以下几个步骤：①分

析出该歌曲的调式调性。②搞清楚该调式的调号从而知道哪个音升或者降。③熟

知该调式的和声进行模式及正、副三和弦的确定。④根据旋律陪写简易伴奏，熟

练掌握正三和弦的使用方法。

2.教学目标：

任何教学模式都指向和完成一定的教学目标，在教学模式的结构中教学目标

处于核心地位，并对构成教学模式的其他因素起着制约作用，它决定着教学模式

的操作程序和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组合关系，也是教学评价的标准和尺度。

“通过儿歌弹唱教学让学生能够较好的协调弹和唱的关系，达到以唱为主、

弹唱结合、以弹促唱”的教学目的，我想这应该是幼儿歌曲弹唱教学的教学目的

所在。只有确定了教学目标之后，学生才能够有的放矢的进行训练，而不会出现

能唱不能弹，能弹不能唱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老师学生都确立好目标

之后，明确了学习重点之后才能很好的展开教学。

3.操作程序：

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有其特定的逻辑步骤和操作程序，它规定了在教学活动中师生

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步骤应当完成的任务。

（1）课堂组织教学

（2）发声训练



幼儿歌曲弹唱的发声训练与美声、民族、通俗唱法的发声训练还是有所区别

的，要求运用科学发声方法，得到集中、明亮富有童趣的声音效果。练声曲采用

幼儿歌曲片段为宜，一般采用两种类型的练习曲，一是活泼欢快的，要求声音有

弹性，最好是用跳音练习，二是柔和优美的，要求声音连贯流畅。例如“蓝蓝的

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小白船》选段作为抒情歌曲练习，“跟着音乐唱歌，

哈里罗。”《哈里罗》选段作为跳跃性练习。

（3）幼儿歌曲简易伴奏

要求学生用较短的时间迅速给幼儿歌曲配好伴奏和弦，一般来讲幼儿歌曲都

具有短小、简单的特点，所以快速配好伴奏和弦对学生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建立

在熟练掌握理论基础的前提下

（4）弹唱结合训练

①要求学生唱歌曲旋律并两手同时弹奏同一伴奏和弦{伴奏和弦是非常简单

的一、四、五级和弦，所以弹奏上不会有太多问题。伴奏和弦是根据歌曲旋律来

配写的，唱旋律可以提示学生弹奏伴奏和弦，所以唱和弹是完全可以同步结合的，

体现弹唱结合。

②学生能够熟练的唱旋律同时弹伴奏和弦之后，进行下一步骤，伴奏和弦不

变，唱旋律部分改为唱歌词既演唱歌曲同时双手弹奏伴奏和弦。{这一部分的难

点是有部分同学音高感受不太好的容易找不到歌词的音准，这需要单独练习，总

的来讲大多数同学是可以完成的，在这一步过程中，因为双手伴奏和弦的弹奏是

非常简单的，所以重点强调唱的要求，要求运用发声方法并带有童趣的演唱，以

唱为主。

③当同学们很好的完成了以上训练后，开始体现以弹促唱，根据两种不同的

歌曲风格可以将双手简单的弹奏伴奏和弦变更为柔和优美的琶音伴奏和活泼欢

快的打节奏伴奏。{例如《哈里罗》这首幼儿歌曲属于欢快的风格，那么我们将

简单的同时按同一伴奏和弦改为二八节奏左右手配合弹奏，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实践证明大部分同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弹唱结合、以唱为主、以弹促唱这三个步骤都是围绕弹唱协调为中心训练的，当

中学生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弹唱结合”训练中，有不少同学不熟悉各个调

一四五级和弦，那我们在弹唱训练之前就要多加一个练习步骤，就是确定该幼儿

歌曲调性后，将该调主、属、下属和弦进行单独训练，让学生能迅速的弹奏该调

所要运用的伴奏和弦，再进行弹唱结合练习。“以唱为主”的练习中，有不少同

学一下子无法从旋律过渡到歌词的，我们也可以多加一步，就是单独唱熟歌曲后

再加入伴奏和弦。在“以弹促唱”的训练中，有一些同学因为钢琴基础的问题无

法很快达到“以弹促唱”的要求，我们可以建议其采用最简单的无旋律伴奏方式

简单的打节奏就可以了。总之，在训练的过程中遵循由浅到深、由简到繁，循序

渐进的原则，一定注意建立学生练习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4. 实现条件：教学评价是指各种教学模式所特有的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

学目标的评价方法和标准等。由于不同教学模式所要完成的教学任务和达到的教

学目的不同，使用的程序和条件不同，当然其评价的方法和标准也有所不同。要

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有以下几点条件：

①教师要求：具有有良好的声乐、乐理、和声、钢琴基础。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处于引导位置，那么这就要求弹唱的教师能兼顾弹和唱及两方面的理论知识教

授，绝不可割裂弹与唱的教学，这对于教师的要求是较高的，需要综合能力较强。

道理很简单，一个钢琴老师往往会很尽心尽力的教授辅导学生如何将幼儿歌曲编

配、弹奏，但是很少会站在声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同样，声乐老师一般也会从

声音上考虑问题。

②学生要求：有较好乐理基础和简易伴奏基础，最基本要能知道各个调的主

属下属和弦和升降记号，最好是还能具备简谱译五线谱的能力，因为幼儿歌曲往

往是简谱标记，而在钢琴上是固定音名弹奏。具有声乐学习一到两年的基础，有

一定的键盘基础。

5、教学评价

通过对《儿歌弹唱》教学模式的研究我们可以明确其教学目标是训练学生的

弹与唱的协调能力，教学原则是“弹唱结合、以唱为主、以弹促唱”，在教学的

实际过程中我们还应该灵活的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处理各种不一样的学生问题。



当然，以上观点还有很多不足和缺点，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导，一起解决

《儿歌弹唱》这个教学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