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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师范生音乐教育课程内容设计
文/吴晓是

培养新时代的“四有”好幼师，实现“幼有善
育，学有优教”，是时代赋予教师教育工作者的新使
命。作为新时代的幼教师范生，应当不断提高教育教
学能力，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音乐教
育课程内容以学生的音乐教育能力提升为主线，引领
学生立足幼儿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设计音乐教育教学
活动。

一、基于工作任务设计课程内容
幼教师范生在未来的幼儿教师岗位中将承担幼儿

音乐教育工作，该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展歌唱、律
动、欣赏、打击乐活动。依据上述内容分类，可以将
音乐教育工作划分为四个任务：组织幼儿歌唱活动、
律动活动、欣赏活动、打击乐活动。音乐教育工作的
常见模式为：设计音乐活动方案、实施音乐活动，其
中设计又可细分为两个步骤，即设计的前期分析、设
计实践。

因此，课程内容可以分解为“歌唱、律动、欣
赏、打击乐”四个任务，这四个任务都由两个理论课
子任务和一个实践课子任务构成。两个理论课子任务
是活动设计的前期分析和活动方案设计，其中活动设
计的前期分析并非静态思维的过程，而是思维与演练
行动结合的过程，活动方案设计也并非静态的“写教
案”过程，而是撰写与动态演练结合的过程。一个实
践课子任务是指在实际工作情境中实施活动。

本文以任务一歌唱活动为例，解析基于工作任务
设计内容的思路。

歌唱活动是幼儿音乐活动中最常见音乐活动类
型，是基于幼儿的嗓音特点和歌唱兴趣开展的以唱为
主要实践内容的音乐教育活动。幼儿教师开展歌唱活
动，需从以下三个方面依序展开：设计前的分析、设
计并撰写方案、实施方案。因此，歌唱活动部分的课
程内容设计依据上述工作次序，划分为三个子任务：
歌唱活动前期分析、歌唱活动方案设计、实施歌唱活
动。

（一）活动前期分析
歌唱活动前期分析主要包括：分析幼儿歌唱能

力发展特点、幼儿歌唱的兴趣、歌唱活动的内容、目
标、方法。其中，学情分析围绕幼儿歌唱视频案例展
示；内容分析围绕幼儿歌曲案例展开；目标和方法围
绕具体歌唱活动案例展开。

歌唱活动学情分析，是指分析幼儿歌唱能力发展
特点与兴趣。这些知识是需要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和观察，才能有效掌握的知识。教师提供有价值的文
献资料和幼儿歌唱视频案例，供学生课前预习，以便
为课内理论学习打好基础。通过师生共同总结提炼，
便可得出歌唱活动的幼儿群体性学情特点。

歌唱活动的内容分析，是指在选择和处理活动内
容时，对歌曲素材的音乐要素特点、教育价值等进行
甄别、理解、再“加工”的过程。内容分析对幼教师
范生的音乐学科基础提出了挑战，良好的音乐学科基
础是正确和全面把握歌唱素材的前提。以一个幼儿歌
曲案例，从选曲理由、音乐要素认知与理解、前尾奏
和间奏的处理、剪辑或“加工”等方面实施静态和动
态结合的分析过程。

歌唱活动目标的分析，是指根据具体活动的上位
目标、幼儿歌唱活动学情基础、歌唱内容，制定适宜
的具体活动目标的过程。教师提供系统化的歌唱活动
层级目标，有助于学生理解具体活动目标与上位目标
的关系。

歌唱活动方法的分析，是指为达成活动目标，选
择并运用恰当有效的方法引领幼儿歌唱。歌唱活动的
常用典型方法有范唱法、游戏法、图示法。范唱法通
常用在新授、指导与纠错的环节，而特定环节对教师
范唱法的使用又有不同的要求。游戏法是可以贯穿歌
唱活动始终的，科学恰当地运用歌唱游戏，是幼儿教
师歌唱活动设计与组织能力的有力证明。图示法即以
图示歌、以图辅教，帮助幼儿直观感知歌唱要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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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歌曲内容，该方法对教师的美术技能也有一定的要
求。

（二）活动过程设计
歌唱活动过程设计，既是撰写活动方案的过程，

也是模拟演练方案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歌唱活动通
常由导入歌唱、新授歌曲、练唱歌曲、表演歌唱四个
环节构成。在幼儿教师实际工作中，这四个环节不一
定是在一次课时内完成，需依据实际情况安排课时数
量。师生共同确定一个歌唱活动选题，教师逐个环
节演示歌唱活动设计范例，学生依托范例进行演练环
节，进而逐步设计活动过程。在“动起来”设计活动
的过程中，设计思路不仅记载于书面文稿中，而且能
直观呈现于课堂的模拟演练中。

（三）实施活动方案
该项子任务可安排在课程见习和教育实习中进

行。幼教师范生在真实的幼儿教育工作中，学习幼儿
音乐课程，实践幼儿音乐教育，积累教育教学经验，
在实践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课程学习任务。

二、基于民族文化打造幼儿音乐活动范例
幼教师范生音乐教育课程应站在幼儿音乐教育改

革的前沿，内容上不仅回应现实需求，还应具有引领
与改造现实的力量。因此，在本课程内容设计时，教
师将时代使命、思政热点融入内容中，选取民族音乐
文化素材，典范性地打造幼儿音乐活动，秉持“传民
族文化、承师范精神”的思政理念，在童趣美、音乐
美、文化美的课堂浸润中，践行“民族音韵润情怀，

善育优教育良师”的课程宗旨。
任务一，歌唱活动。从广西音乐中选择幼儿歌

唱活动素材《盘歌》，充分发掘其创造性歌唱的示范
价值，歌颂幸福生活。利用沉浸式体验、互动式歌
唱，让学生在体会中练，情境中教，掌握歌唱活动的
设计要领，同时，打造出一个幼儿歌唱活动“欢乐对
歌”。

任务二，律动活动。从云南彝族音乐中选择幼儿
律动素材《阿细跳月》，通过民族节律领悟律动的真
谛，感受民族跃动。师范生以幼儿的视角进入课堂，
与幼儿一起进入彝族跳月情境，共同经历学动作、创
队形、自由跳的过程，直接观察和体验幼儿律动中的
表现与困难。同时，打造出一个幼儿律动活动“阿细
娃娃耍月”。

任务三，欣赏活动。从四川音乐中选择幼儿欣
赏活动素材《赶花会》，紧扣作品浓郁的民间地方色
彩和民族乐器演奏特色开展教学活动。通过观看器乐
演奏视频、欣赏相应的图画、阅读背景故事，促进学
生深入了解主题音乐《赶花会》的内容结构及民族文
化背景。同时，打造一个幼儿欣赏活动“热闹的花
市”。

任务四，打击乐活动。从陕北音乐中选择幼儿打
击乐活动素材《东方红》，深入探究音乐的历史文化
背景，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师范生在课堂中理解音
乐的历史，重温红色经典，探讨通过音乐进行幼儿爱
国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同时，打造一个幼儿打击乐活



96 2020 年第 19 期 

名汇

动“奏响东方红”。
三、对接岗赛证优化课程内容
音乐教育课程与幼教师范生的典型工作任务、专业

技能竞赛、教师资格考证紧密相关。因此，课程内容应
根据岗位需求、竞赛趋势、考证标准进行优化更新。

（一）对接岗位需求
课程在活页式教材运用的基础上，及时吸纳幼儿

音乐教育教改优秀成果，将岗位需求体现在教材中，
促使师范生的课程学习紧扣现实、对接岗位。在每一
个任务的导入部分，采用岗位故事或情境；在任务执
行（学习）的过程中，引入幼儿园音乐教育的真实范
例进行同步引领；在任务结束时，将方案（教案）投
入幼儿园音乐教育实践进行学习成果检验。

（二）对接技能竞赛
幼儿教师技能竞赛是从校到省再到全国的体系化

比赛，是反映幼教师范生培养质量的一面“镜子”。
音乐教育技能是竞赛中要考查的一个重点项目，也是
难点项目。本课程为了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提
高比赛竞争力，将省赛、国赛的内容纳入能力拓展部
分。在每一个任务结束后，学生需完成一个竞赛模拟
题，并参照比赛评分标准开展同伴互评和教师点评活
动。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音乐教育基本技能，而且
能以比赛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自身的专业能力，从而
达到能力拓展与提升的目的。

（三）对接资格考证
幼儿教师资格考证是幼教师范生从事幼儿园教师

工作必须持有的职业资格证书。本课程紧密联系资格
考证标准，把握国家对幼儿教育师资提出的新要求，
结合《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更
新和优化了教学重难点。每一个任务加入了“领域融

入”“融合教育”的教学内容；每一次音乐素材分
析，都重点强调了基于幼儿、立于教育的综合性分析
视角。这样，在音乐教育课程中，有针对性地培养师
范生的教育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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