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师资培养主要由中等职业

教育、专科师范教育、本科及以上师范教育构成。

在过去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

幼儿师资培养中占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教育的改革，中等职业教育对幼儿师资的

培养逐渐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以凉山民族地区

为例，通过凉山州教育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凉

山州幼儿园教师缺口已达5 000人以上。中等职业

教育对幼儿师资的培养亟待改革。

在百度搜索民族地区的幼儿教育现状的探索

与研究大概有 980 000 条，内容丰富但也十分繁

杂。另外在CNKI检索民族地区幼儿师范教育，有

39 206条，相对于百度更加系统，更加清晰。目前中

职幼儿音乐师范教育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

阶段，或者仅仅是提出了实践方案，但都没有落实

到实践中，以研究师资情况、具体的教学情况等作

为切入点。而针对民族地区中职院校开展的综合

性研究更是非常缺乏，针对彝族学生特点如何培养

出合格的幼儿教育师资也缺乏相应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结合凉山民族地区中职院校的实际情况，对

凉山民族地区幼儿师范音乐教育教学现状开展研

究，并提出对策。

二、凉山幼儿师范音乐教育教学现状

（一）在视唱练耳乐理方面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学生大多来自山区，经济条

件很差，基本上没有接受过音乐基础教育，而目前

使用的乐理视唱练耳教材是大学本科教材，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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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跨度很大。乐理部分第一册就从音的认识讲

到了和弦，第二册便开始讲和声，又是集体教学，要

在一学期内教会学生从认识五线谱、简谱到学会和

弦和声，要想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基本上不可能。而

在视唱练耳部分，由于视唱练耳需要大量时间与针

对性的练习，且师生比例过大，进展比较缓慢，很多

学生对此很受打击，觉得怎么也唱不好，怎么也听

不准，从而失去积极性。以民族地区幼儿师范音乐

教育为切入点，通过对民族地区学校的调查研究，

希望能分析总结出一些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幼儿

师范音乐教育路线。

（二）钢琴教学

经调查发现，97％的学生家庭由于经济条件无

法购置钢琴，只有不到3％的家庭可以购买钢琴，但

是由于家长不重视，不愿为孩子购买钢琴（多数家

庭还是因为经济的原因）。学生在中小学时期根本

没怎么接触过钢琴和理论知识，基本等同于一张白

纸，而每个音乐教师每周都超过14节课，钢琴课的

师生比达到了1:69，但分配到每个班一周只有2节

钢琴课，在这短短的80分钟里老师很难顾及每个同

学。同样的知识，有的同学理解能力加上左右手协

调能力较好，课上能做到基本演奏，课后再勤加练

习就能将老师讲的知识巩固。但有的同学左右手

协调能力较弱，课上很难掌握要领，也不愿意积极

找老师请教，和其他同学慢慢拉开了差距，最后觉

得自己没有学习钢琴的天赋，从而完全放弃钢琴这

门课程。而且本校目前使用的幼教专业的钢琴教

材仍是普通钢琴教材，并没有针对幼教专业特点选

择如“幼儿歌曲弹奏”等教材，使得学生日后就业与

幼儿园教学有很大的脱节。

（三）在声乐方面

由于彝族孩子从小就接触民族传统音乐，所以

大部分学生拥有十分优秀的嗓音条件，他们无时无

刻不在歌唱，有很强的创造性和民族性。但是由于

基础教育的缺乏和民族音乐的习惯，他们基本上没

有节奏音准的概念，全凭自己的理解。所以老师上

课经常面临一种情况：若是叫学生自己唱喜欢的歌

会唱得非常好，声音高亢有力；但若是叫学生们一

起合唱一首教材中的歌曲，就会变得杂乱不堪，完

全没有统一的节奏。许多孩子生活在彝语地区，他

们的母语并不是汉语，从小学习与生活的语言环境

也是彝语居多。很多学生甚至是到了学校之后才

开始正式学习汉语，口音较重。这使得学生们在学

唱歌曲的时候咬字吐字极不标准。且由于许多幼

儿师范学校音乐老师都来自专业的音乐学院，自己

本身也没有受过系统的幼儿音乐培训，他们对学生

的教导多来自理论化的知识与专业性的歌唱技巧，

而忽视了学生毕业后所要面对的是幼儿园的孩

子。我们不是在培养歌唱家而是培养优秀的幼儿

教师，这也导致了许多学生毕业后面对幼儿园孩子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教教什么。

三、凉山民族地区幼儿师范音乐教育教学的
改进对策

（一）乐理视唱练耳教学

乐理视唱练耳是大部分中职学校音乐教育的

基本内容，是决定学生以后职业能力的关键步骤。

视唱具体分为“视”和“唱”。其中“视”指的是识谱

读谱的能力，而“唱”是指把谱准确地唱出来的能

力。视唱结合钢琴弹奏时让学生边弹边唱，可以让

其更加深刻了解音乐作品，体会作品所表达的情

感。练耳通常是通过听写训练等方法来加强学生

对音的感知能力，加深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与记

忆。乐理知识是学生学习所有音乐的最重要的基

础，但乐理的理论性很强，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难免

会感到枯燥乏味，如果教师不改变教学方式来吸引

学生，会使学生觉得乐理越来越难，进而对音乐学

科失去信心。课题组结合学校实际进行了以下创

新与实践：

（1）乐理方面，首先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集

合。教师不能把乐理当成一门单独的理论课来学

习，让学生一味地做题。要让学生知道乐理与其他

学科之间紧密的联系，在上课时注意教学方法，不

能枯燥的照本宣科，比如在学习节奏内容时可以配

合视唱练耳中的节奏律动训练，让学生分组进行律

动游戏，再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比赛，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觉得乐理不只是一门枯燥

的理论课程。

（2）其次应注重基础知识的巩固。幼师专业学

生毕业后面对的是幼儿园的孩子，不用像专业院校

的音乐生一样去掌握比如和声曲式等难度较大的

乐理知识。应该着重帮助他们掌握五线谱、简谱的

识谱能力、基本的音程与和弦的使用以及简谱移调

配奏等基础知识。这些是学前教育主业的学生在

未来工作中最重要的技能，需要让他们熟练掌握。

（3）视唱练耳方面，目前课程目标是使学生在

毕业前达到四升四降的识谱演唱。本校学生大多

没有音乐基础，基本对节奏和音准毫无概念，更别

说让他唱升降号。为此我们在学校实践了分组教

学与差异化教学，让一个班级的同学分为四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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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十人，实行小班教学。这样一来大大减轻了教师

的教学压力，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每个学生身

上，时刻关注学生的进展与困难。此分组是基于每

个学生的视唱练耳水平决定的。根据每组学生的进

展不同，视唱时选用不同的曲目，如音准较差的小组

可以布置他们唱旋律比较简单明快的歌曲，再由教

师耐心辅导。同时也应加强学生听辨音以及节奏的

能力，教师不应该嘲笑个别所谓“五音不全“的学生，

对这些学生应该单独重点关注，让他们多跟着钢琴

一起唱，找到音高位置，肯定他们的进步，不让较差

的学生有心理压力。同时让学生在弹奏钢琴时有意

识地跟谱唱，可以培养基本的音准与节奏概念。教

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视唱练耳的时候带入奥尔

夫音乐表演，把音准节奏用肢体体现出来，培养学生

的创编能力，再辅以一些律动游戏来培养学生，这也

是幼儿老师在面对幼儿园孩子的必备技能。

（二）钢琴教学

（1）稳扎基础，建立良好开端

学习钢琴最重要的是基本功，要让学生以后熟

练弹奏乐曲以及歌曲的即兴伴奏，就必须让学生掌

握扎实的基础。对幼师学生而言，必须牢牢掌握的

是音阶、琶音与和弦。随着乐理学习的不断深入，

让学生渐渐从一升一降的音阶琶音和弦开始练习，

到最后熟练掌握四升四降的和弦伴奏等，在练习基

本功的同时也要给学生布置一些难度不大的音乐

作品，让学生学习钢琴时有一定的成就感，不会觉

得钢琴课很无聊或者很枯燥，保持他们对钢琴的新

鲜感与兴趣。

（2）分组教学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目前钢琴教学是一周2课

时。一般老师会先带学生在大教室用一课时的时

间统一讲解本次课程的内容与要求，第二课时再带

学生去学校琴房练习。可是这样一来不论是教师

讲解还是学生练习都只有短短的四十分钟，在学生

练琴的时候教师平均分配到每名学生身上的时间

甚至不足一分钟，根本无法兼顾每一位学生的学习

进度。有些学生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学习积极性

还比较高，弹了一会儿觉得枯燥了或者一直不见老

师来自己琴房，就开始关上门玩手机或者发呆，教

学进度缓慢，学生练习效率也非常低。因此在班上

实践分组教学，按学生进度分组，针对不同进度的

同学布置不同的曲目，同时让小组内成员互相交流

帮助，集体回课，定期在大礼堂进行小组汇报演

出。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

小组荣誉感以及教学进度也得到了显著增加。

（3）现代化电子钢琴教学

经实地考察，西昌市唯一一所本科学校——西

昌学院的幼师专业在开展钢琴课时使用的是电子

数码钢琴教室教学，同样一周2个课时，教师学生都

在同一个教室，不论是讲解学习任务或是监督学生

练习情况都比传统琴房教学的效率提高不少。电

钢教学的优势在于以下几点：

1）教师和学生都在一个教室，而且教师可以通

过电脑把自己的钢琴与学生的钢琴相连接。在示

范的时候不用像传统钢琴教学1对1那样去重复同

样的课程内容，而是直接在讲台弹奏，学生通过耳

机倾听，辅以投影仪可以清楚地让学生看见钢琴弹

奏时的一些指法，大大提升了教师的教学效率，节

约了时间成本。同时教师可以在讲台上十分方便

地观察到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进度，同学之间也可以

及时交流进步，举一反三。

2）教师教学完毕后可以直接通过电脑随时选

择观察某一个学生的弹奏进度，如果有问题可以直

接通过耳机与学生单独交流而不影响其他同学，同

学们在弹奏的时候也只会通过耳机听到自己钢琴

的声音，不会被周围的同学所影响。如果学生表现

很好还可以让所有同学都听到该同学的弹奏。学

生之间有了直观的交流演示，这样可以让同学们互

相激励互相进步。

3）数码钢琴更适合学生。该校学生大多没有

音乐基础，对节奏概念非常模糊，而电钢琴自带的

节拍器非常适合辅助学生练习，让学生在弹奏练习

时对节奏有一个直观的概念。而且电钢琴带有的

自动伴奏功能对学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让学生在

弹奏一些歌曲的时候，可以直观地看到用什么和弦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伴奏效果，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

非常适用的功能。同时数码钢琴的录音功能也非

常实用，可以录下教师的示范演奏，让学生随时选

择对比聆听，也可以使学生录下自己弹奏的曲目后

重放，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优点与不足。

4）节约资源。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的琴房共有

两层楼，一共只有80台钢琴，却有800多名幼师专

业学生，每次上课最多可以容纳不到2个班的学

生。而每次一到下午放学的时候，想要利用课余时

间来练琴的同学都会把琴房挤得水泄不通，有的同

学下午饭都来不及吃就在琴房门口排队，到了上晚

自习的时间都没排上，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学生的积

极性。但是西昌学院一个普通教室就可以放下30

台左右的电钢琴，按照本校琴房的面积来算至少可

以容纳200台以上的电钢琴，大大缓解了“一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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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状况，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在需要的时候

练到琴。再者一台功能比较齐全的电钢琴售价通

常在4 000～6 000元，而国内最常用的珠江立式钢

琴最基本的一台价格也在12 000元以上，同样的价

格可以给学生购置2台以上的电钢琴。

（4）注重钢琴即兴伴奏

当前学生钢琴课程以拜厄为基础，主要训练学

生的钢琴弹奏能力，并没有开展专门的钢琴伴奏课

程。许多学生毕业时能弹奏有一定难度的乐曲却

不能弹奏一些简单的儿歌伴奏。通过对西昌市内

幼儿园进行的一些走访调查发现，超过80%的幼儿

园需要对新进校老师进行至少一个月的专业培训

才能勉强胜任幼儿园老师这个职业。34%的毕业生

只会弹奏一种织体，26%的学生只能弹奏C调歌曲，

21%的学生对和弦的选择感到困难，只有18%的学

生经过培训后能适应当前工作。对于幼师而言，掌

握良好的伴奏技巧远比能弹奏高难度的乐曲更重

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以小组为单位，给每组学生

根据进度的不同布置不同的歌曲，要求进行自弹自

唱以及互相伴奏演唱歌曲，小组之间可以互相交流

伴奏的运用以及和弦的选择。当能够较为熟练地

唱奏歌曲时再进行四升四降以内的移调伴奏，同时

加强训练学生五线谱简谱之间的转换和视奏能

力。在练习其他练习曲和乐曲时小组讨论分析作

者的和声选择，同学们互相尝试用其他的和声来进

行替换等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配奏能力。同时鼓

励学生亲自动手创作儿歌，再进行伴奏演唱以及律

动等方面的编配，让大家互相比一比谁写得更好，

增加学生的参与度与创作度。

民族调式的歌曲一直是学生学习即兴伴奏过

程中的一个难点。教师授课时一般以西洋大小调

为核心进行讲解，而且在练习的时候大多数儿歌也

是西洋大小调，学生已经习惯于大小调的配奏。当

面对中国民族调式的时候，许多学生习惯性地用西

洋调式和弦去配，却发现很不和谐，许多教师也并

不注重民族调式的编配。教师应该重点讲述民族

调式与西洋调式的区别，让学生知道怎样去分辨与

认识两种调式，同时加强练习民族调式和弦的编配

与使用能力，达到基本的伴奏水平。

（5）加强学生对乐曲的赏析能力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园丁，主要

任务是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建立一个基本的音乐欣

赏能力以及认知能力。如果老师自己都不知道该

怎么欣赏音乐，试问他如何去教孩子们欣赏？目前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没有开设音乐欣赏课程，所以在

钢琴教学的同时给学生分析作品以及作者的背景

和故事。让学生学会感受作品自身的魅力，去体验

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而不是单纯地弹奏音符。

（6）增加舞台实践经验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是最能磨练一

个人技艺的地方。许多学生原本拥有不错的能力，

可是一让他们上台演出就会紧张甚至忘记自己上

来的目的。所以定期在班上举行小组汇报课，以小

组的形式让学生们互相表演交流经验，最大限度地

增加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能力，同时推荐小组课内

进步明显的学生参加校内外的文艺晚会以及技能

大赛、校园歌手大赛、校园达人秀等各种形式的舞

台演出，增加他们的实践经验，从而提升学生的自

信与能力。

（三）声乐教学

（1）针对幼儿师范教育的特色进行教学

由于幼儿师范学校大多数音乐教师是音乐专

业毕业，没有幼儿园的一线教学经验，他们往往在

声乐教学上只是单纯地复制以往自己上声乐课的

经验，在2个课时的教学中让学生先练声，再学习歌

曲。而学习歌曲的过程也是教师唱一句学生跟一

句，对于学生未来的幼儿教学作用不大，甚至许多

学生在毕业后会唱一些大型歌曲，却连一首简单儿

歌的简谱都不认识。课题组针对幼儿教学的特色

做了一些实践与创新。

首先让学生明确了解幼儿歌曲与成人歌曲的

不同，比如幼儿歌曲音域偏窄，跨度较小，一般不会

有超过5度的跨度，在幼儿学习唱歌时应注意保护

幼儿嗓音等，这是因为幼儿时期嗓子发育还不完

全，不能承担高强度的练习等，且多以级进为主，这

是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好地找到音准。幼儿歌曲的

歌词一般以具体化的事物或者拟人化为主，这是为

了让孩子能够在学习歌曲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对世

界的基本认识等。

其次让学生学习幼儿歌曲的基本创编及欣赏，

并以小组形式进行幼儿歌曲的改编与律动创编，增

加学生的实践经验。

再次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幼儿歌曲的歌舞

表演创编，幼儿歌曲不只是一个唱的过程，也是一

个表演的过程，在学唱歌曲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

动作或律动形式来突出歌曲内容，这也是幼儿歌曲

一个重要的特色。

（2）掌握基础发声技巧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虽然不是专业

的声乐表演人员，但也应该掌握基础的发声技巧。

卢照天，等：凉山民族地区幼儿师范音乐教学改革与探索 ·· 123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0卷

主要是通过发声练习掌握横膈膜呼吸，打开喉咙，

找到共鸣。但是由于学校多采用集体课教学，教师

很难掌握到每名学生的进度，在集体歌唱的时候很

多同学积极性不高，浑水摸鱼。针对以上问题可在

班级展开小组教学以及小组回课、分组练声等方

式，让每组学生互相交流帮助，布置小组歌曲在班

级上进行互动比赛等方式，有效提高学生的积极

性，也增加教师对每名学生的关注度，使学生能更

好地掌握基础的发声技巧。

（3）加强咬字吐字练习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而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来自山区的彝

族。他们从小生活在彝语环境中，汉语非常不流

利，许多学生甚至不会汉语。声乐本就是一门注重

咬字吐字的学科，在凉山民族师范学校更是应该视

为重中之重。在声乐教学时要求学生在每一句歌

词上面都标上汉语拼音，唱之前先学会大声朗读歌

词，给自己建立一个开口音闭口音的概念，平时交

流也用普通话，尽可能地消除口音所带来的咬字吐

字问题。

（4）歌曲注重民族化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彝族孩子从小都

会唱山歌，大多数孩子拥有一副高亢的嗓音以及美

妙的音色。然而在声乐教学中许多教师比较单一

地进行美声唱法的教学，很多学生觉得很不习惯。

针对地区特色让学生学习民族唱法的发声，结合自

身的实际情况展开学习，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与成效。

（5）培养学生音乐文化涵养

针对幼儿教育的特色，着重训练学生的音乐作

品赏析能力，让学生学会分析作品的背景以及所要

表达的情感，学会欣赏作品的内涵；同时结合学校

所开设的舞蹈课程让学生在了解歌曲内涵之后表

演歌曲。提高学生音乐文化涵养，增加音乐鉴赏能

力、分析作品能力以及幼儿歌曲表演能力，为学生

未来顺利进入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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