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儿歌弹唱能力培养

儿歌弹唱是学前教育中实践性、综合性较强的技能，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掌握这门专业技能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包含了乐理、钢琴、声乐、即兴伴奏等方

面的知识学习，能够有效的锻炼学生的手、脚、口、耳并用的能力，让学生能够

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身整体的协调性，也是成为一名幼儿教师所必不可少的基

本技能。

一、学前教育中儿歌弹唱教学现状

音乐在幼儿教学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幼儿教学活动中通过音乐来丰

富其情感，培养对美的认知，是幼儿成长过程中影响力比较深的艺术。儿童在音

乐活动中去体会美、表现美、创造美，同时也能有效的培养儿童的音乐能力，有

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无论是教学还是日常游戏活动都离不开音乐参与，也

是幼儿教师最常用的方式。学前教育中设置的教学课程与教学目标要符合社会发

展需求，以符合学前幼儿的特性来开设专门的课程，这些课程针对性强有较强的

实践性。现阶段在学前教育课程设置中，音乐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很难和其它科

目联系到一起，这样不能在实践中充分的发挥出音乐课程的特色。

儿歌弹唱属于学前教育音乐课程设置中的一门专业课程，由于这门课程中所

涉及到的相关知识比较多，对于没有音乐基础的学生来说就显得比较吃力，即使

学完学校课程，在实际的运用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这些都体现出儿歌弹唱

技能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许多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并不是艺术生，没有接受

过专业的艺术培训，对于音乐知识方面的了解都是很浅薄的，基本的弹、唱、跳

能力都是比较差的，关于乐器的了解与使用基本是零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学

生要从基础开始学习，尤其是乐器方面的学习，这样才能更好地锻炼身体的协调

性。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感知能力



儿歌弹唱技能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比较高，不但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乐器

使用技巧，还要对相关的儿歌演唱方法与表演技巧有所了解，如此才能将弹唱进

行有机结合。为了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儿歌弹唱技能，首先就

要先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这是技能学习的基础。学生能够做到自弹自唱

就证明其音乐整体水平不弱，也是其音乐综合素质的具体体现。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来说，弹与唱是基本的技能，也是音乐知识学习的根

本因素，在对其进行教学活动时，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自弹自唱的能力，这样才

能在实践中得到展现。在学前教育中基础理论部分就包含了弹、唱、跳等内容，

根据这些理论基础来开展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儿歌弹唱则是包含了这些理论部

分，要求学生全面的发展。学生只是单纯掌握理论部分是不行的，还需要与乐器

等进行实际的配合，去感受音准、节奏、音乐的表现力等，对歌曲的情感表达要

清晰明了，如此才能具备自弹自唱的基本功。

儿歌弹唱教学最初应当以培养学生音乐感知能力与音乐审美能力为主，也就

是视唱练耳的教学，让学生在反复的练习中逐渐形成对音乐的“敏感”点，如此

在结合实践的应用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将其他与音乐相关的知识融入其中，这

样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全面的音乐知识。实际教学中，应当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实行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教学重点的教学模式，注重实用性。教师

在进行儿歌弹唱教学时要适当结合实际的例子进行教学，这样更能让学生明白学

习儿歌弹唱技能的实际意义与重要性。

三、教学模式创新，强化实践

（一）改革教学模式

教师在进行儿歌弹唱教学时，要敢于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新的教学方式

来进行教学，新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意在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

教师在进行声乐课教学时要科学的引导学生掌握一些歌唱发声的技巧与方

法，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短小而经典的儿歌作为练习的曲子，让学生根据这些曲子

来进行演唱练习，在演唱时配合着伴奏能够有效的稳固学生的弹唱能力。



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多注意学生之间的互动，让学生进行分组练习，以轻

松活跃的氛围进行教学活动，这样更利于学生巩固学习的成果。采用儿歌的演唱

方式更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师可以指定一些儿歌曲目让学生去自行的发挥，

给学生留下再创作的空间，在学生创作过程中进行指导，如此学生才能更深刻地

了解到歌曲创作的背景与内涵，创作才更有深意。

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的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这样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尤其是儿歌弹唱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效果，这就说明学生主体

地位比教师更加突出。教师在进行歌曲演唱教学时，适当的增加相关的形体训练

与表演内容，这样有效的儿歌教学内容，让学生可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有更多的发

展空间。

（二）强化实践

许多学生在实际的弹唱考试或者比赛中，由于心理素质比较差，往往不能完

整地将弹唱表演下去。学前教育本身就是针对特定职业所设置的教育，对于学生

的这种状况应当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克服这些困难，在巩固基本功的同

时加强心理素质的相关训练。

为了更好地进行专业强化实践，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素质，就需要在实际的

教学活动中开展一些实践活动来进行辅助教学，具体如下：

1. 定期举办儿歌弹唱比赛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作为单位来参加比赛，要

求学生对儿歌歌曲进行编曲与弹唱表演的创作，以此来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将来是要站在讲台上，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来支撑，因此参与儿

歌弹唱比赛是十分必要的活动，既能达到锻炼心理素质的要求，也能积攒一定的

舞台经验，为将来走上社会积攒宝贵的经验。教师根据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这样学生更容易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与技能，在与同

伴的交流对比中正确的认识自身的不足与优势，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共同提高儿

歌弹唱能力与质量。开展这样的艺术实践活动，一方面为学生提供了专业知识技

能展现的舞台，让学生去感受特殊环境所带来的紧张感，从而磨练自身的心理素



质；另一方面学生在比赛过程中，将所学到的知识技能以最快速的方式进行融会

贯通，缩短了学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有效的提高了教学质量。

2.开展幼儿园儿歌弹唱实践教学活动任何的学习都离不开实践的支持，教育

实习给了学生很好的锻炼机会，为将来走上社会提供了一个专业技能发展的平台。

教师安排学生到幼儿园进行歌唱教学活动实地观察与实习，让学生真正站在讲台

上，用自己的方式来体验儿歌教学过程，以此来增加实践的深度与广度。学生只

有真正的融入到幼儿园的环境中，用所学去做，在做中体会学的意义，通过实践

演练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展幼儿园歌唱实践教学活动能让学生更好的驾驭

所学知识，在实践的教学过程中了解到儿歌弹唱教学真正的内涵是以“唱”为主

“谈”为辅的，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这样才能真正熟练掌握儿歌弹唱技

能与知识，积攒实际教学的相关经验。

（三）注重伴奏能力与演唱能力的紧密配合

儿歌弹唱其实就是儿歌的弹奏与演唱相结合所形成的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

中谈与唱是相互配合，密不可分的存在。在进行儿歌弹唱教学时，要从谈与唱两

个方面来让学生进行训练，这不仅是锻炼学生口、手、脚的协调能力，还是锻炼

学生对于音乐的反应能力与表现能力。

学生在进行儿歌弹唱技能练习时，若是只注重弹奏部分而忽视唱的部分，那

么是不能达到儿歌弹唱教育的目的。在实际的教学中，最容易出现的状况就是学

生会弹奏儿歌，但不能配合演唱同步进行，一旦同步进行口、手之间就出现不协

调的情况，可见谈与唱配合联系还是不够的。

为了锻炼学生口、手、脚的协调性，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伴奏能力与

演唱能力配合练习，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即：先会谈，再会唱对一首儿歌

的学习，要先让学生学会弹奏，然后在进行演唱练习。之所以先会弹奏是为了让

学生先熟悉整个音乐节奏规律，在此基础上进行演唱练习。最初配合弹奏的演唱

可以从“啊”开始，然后逐渐的变成乐句，最后变成整首歌曲的弹唱。在进行弹

唱练习时，要注意身体各部分的协调，要集中注意力让各部分都能紧密配合在一



起，从而形成完整的弹唱。从有到无的练习学生在进行弹唱协调练习时，教师应

当先选择一些带有旋律的儿歌让学生进行弹唱练习，在有旋律的情况下配合演唱

会更容易让学生接受整首儿歌的音乐旋律。当学生能够在有旋律的情况下，边弹

边唱不出错时就可以开始练习一些无旋律的儿歌伴奏。

可以说，儿歌的弹唱中无论是谈还是唱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

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只有将两者紧密的配合在一起，才能将儿歌的情感恰当

的表达出来。幼儿歌曲的弹唱中，不光要重视弹奏的能力，还应当重视唱的表达，

这样才是最完整的弹唱表达。

四、总结

综上所述，儿歌弹唱能力是一名合格幼师所必备的一项技能，此项技能的学

习包括了对声乐、视唱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课程。作为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有音乐基础的学习就比较轻松，没有基础的学习起来困难就比较大，

不过只要掌握住基础，科学合理地进行练习，多进行实践，是完全能驾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