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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研究前沿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评价的理念与方法
———以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科（艺术方向）音乐类课程为例

白　英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音乐系，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学前教育专业（艺术方向）是培养适应学前教育发展、能够在学前教育领域中从事艺术教学的教师。本文立足其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音乐类课程设置，尝试结合发展性教育评价理念分析其教学评价的理念转变，并结合量化评价、质性评价等方

法探索具有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的特色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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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１年我国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其中将艺术作为幼儿教育“五大领域”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明确指出“艺术是实施美育的主要途

径，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

人格的形成。”［１］高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艺术类课程

教学质量以及有效的教学评价是保证幼儿园艺术教

师素质的重要基石。现有艺术类课程分为音乐、美

术两类，本文以音乐类课程为研究对象，思考教学评

价的理念与方法。

教学评价是现代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重要内

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教学评价需要考虑

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计划代表何种教育价值观，同时，

在多种价值观的碰撞融通中能否寻求各方都能接受

的多元性标准。［２］其次，教学评价与教育目标有联系

紧密，“教育评价之父”拉尔夫·泰勒认为：“评价的

过程本质上是考察课程与教学的方案在多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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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３］最后，教学评价重视

具体评价方法的运用，注重通过合理有效的教学评

价方法系统考查教学实施效果。

音乐教学评价是人们按照音乐学科的性质和特

点，在音乐教育价值观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教学

目标，对教学过程以及实施效果进行系统考查的活

动。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具有交叉学科性

质，一方面它是在学前教育专业背景下完成，以培养

幼儿园艺术教师为目标，符合学前教育特性；另一方

面，其音乐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又保持了音乐学科自

身的特点，在授课内容、方式等方面遵循音乐学科自

身规律。因此，学前教育音乐类课程教学评价既拥

有教育学科教学评价的特征，也包含自己独特的理

念与方法。

一、发展性教育评价理念与学前教育专

业音乐课程教学评价理念的转变

发展性教育评价起源于西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它以终身学习为出发点，其评价不以奖惩为目的，而

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是一种依据目标、重视过程、及

时反馈、促进发展的形成性评价。［４］我国幼儿园进行

的学前教育评价中，对于幼儿园教师的评价已经由

奖惩性教师评价转变为发展性教师评价，这一转变

受到发展性教育评价的影响，同时，也从社会需求方

面对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评价提出了要求。

当今承担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的教

师，往往由于其过分细化的音乐分科教育背景，在进

行教学评价时需要转变教学评价理念，在发展性教

育评价理念的背景下，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特点，关注

学前教育音乐类课程教学评价理念的转变。

（一）从分科知识、技能的狭义评价转向对学生

整体音乐能力的广义评价

在教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注重综合，着眼于人的

全部能力发展的综合教育观念逐渐成为主流。学前

教育音乐类课程不仅广泛与美术、文学等其他学科

建立联系，同时也在音乐学科内部推进课程内容改

革，在评价体系中需要将学生整体音乐能力的发展

作为评价目标，并尝试引导《声乐》、《舞蹈》等分科课

程与《儿童音乐剧排练与表演》等整合课程相联系，

强调立足学生整体音乐能力的广义音乐评价。

（二）从关注音乐审美教育哲学转向关注音乐实

践的教育哲学

２０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两种音乐教育哲学

观念：一种是以贝内特·雷默教授为代表的音乐教

育审美哲学思想，他认为音乐教育即审美教育，“是

通过培养对音响内在表现力的反映来进行的人的感

觉教育”；［５］另一种是８０—９０年代出现的音乐教育

实践哲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戴维·埃里奥特教授认

为“实践是音乐的本质，音乐实践包含音乐审美”。［６］

国际著名的音乐教学方法，如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

法、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和柯达伊音乐教学法都十分强

调实践活动对学生音乐能力的提升，这一音乐教育哲

学思想的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音乐教学评价的理念。

（三）从甄别、淘汰为目的的评价转向促进学生

全面音乐素养发展的“评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西方的课程评价提出开放

性结论，并以“评定”（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概念取代“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概念，意指“坐在考生旁边”。
［２］１８由于学

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以实践课程为主，因此，其教

学评价更突出了这一思想的转变，即教师在学生音

乐实践的过程中并不是仅仅给出成绩评价，更重要

的是给予学生音乐实践的有效指导以及以终身学习

的观念引导学生发现其音乐潜能，为学生全面音乐

素养的提升给出意见。

（四）从教学结果的终结性评价转向对学习过程

的形成性评价

发展性教育评价注重对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

价，即强调收集和保存在学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

资料，帮助学生形成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在日常音

乐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活动记录将

学生的回课情况记录下来，并结合分组特点选择音

乐作品，调整教学内容。

（五）从关注成绩的单一评价转向关注过程的多

元评价

多元评价方法改变以试卷考试为主的单一评价

方式，在音乐类课程评价中强调评价基于学生已有音

乐能力的幅度提升，同时采取音乐会、音乐课程实践

汇报等实践评价形式关注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提高。

（六）从重视教师评价转向重视学生评价

发展性评价重视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鼓

励教师多听取学生的意见，通过学生在教学评价活

动中的全面参与提高并完善教学评价内容。在学前

教育艺术方向的教学评价反馈中，学生通过问卷调

查等书面形式对音乐课程的教学内容、方法以及教

师教学的方方面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参与教

学评价。

二、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的教学评

价方法探索

教学评价方法是完成教学评价所采用的具体工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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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评价方法不同所获得的评价结果也会有差

异，依据评价方法将课程评价划分为量化评价和质

性评价。“量化课程评价”是力图从数据的分析与比

较中推断某一评价对象的成效。“质性课程评价”也

称为“自然主义评价”方法，是力图通过自然的调查，

全面充分地揭示和描述评价对象的各种特质，以彰

显其中的意义，促进理解。［２］１７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

随着“质性研究”的发展，使质性评价逐渐成为课程

评价的发展趋势。在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

评价体系中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在运用中互相补

充，更易于获得全面的评价结论。

（一）音乐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中的量化评价

问卷调查是教学评价中常用的量化评价方式，通

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可以获得一手的反馈资料。

下面以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音乐系２０１２级学前教育

（艺术方向）音乐类课程教学问卷调查为例进行分析。

２０１２级学前教育（艺术方向）共招生７６人，问

卷调查安排在第四学期进行，共收回问卷６８份，分

析结果如表１。

表１　学生喜欢的音乐类课程以及原因

喜欢的

课程名称
人数 原因

占问卷总人

数的比例

琴法 ５９ 幼儿教师必备技能 ８７％

奥尔夫音乐游戏 ３３
实用性非常强，开阔

了视野
４９％

声乐 ２５
在幼儿园工作时非

常重要的一项技能
３７％

乐理与视唱练耳 ２１
学习 其 他 课 程 的

基础
３１％

儿童音乐剧排练与

表演
１９ 综合性强的课程 ２８％

幼儿舞蹈训练 １６ 能用肢体语言表达 ２４％

幼儿音乐创作与作

品分析
７ 个人爱好 １０％

钢琴 演 奏 与 即 兴

弹唱
６ 开展教学必备技能 ８％

合唱训练 ５ 感受和声的美妙 ７％

幼儿 音 乐 与 名 作

欣赏
２

了解到不同音乐风

格的作品
３％

　　学前教育专科（艺术方向）人才培养方案中有音

乐类课程１４门，其中必修课５门，选修课９门。按

课程类型划分包含音乐理论类课程，如《幼儿音乐与

名作欣赏》等；音乐技能型课程，如《声乐》、《琴法》

等，以及整合型课程如《儿童音乐剧排练与表演》、

《奥尔夫音乐游戏》等。通过对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

可以了解，学生普遍对技能型课程比较重视，并且对

整合性课程十分喜爱。通过量化评价收集学生对于

课程的评价信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教学效果并为

教学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表２　学生对音乐类课程的意见

对现有

课程意见

１．希望加大和延长实践课程，如《琴法》

《舞蹈》的课时量。

２．希望声乐课专业化，扩大歌曲的曲目

的范围和数量。

３．希望完善课程设施，如奥尔夫乐器。

对课程

设置意见

１．希望开设电脑音乐制作课程，以适应

幼儿园工作。

２．希望加强绘本教学内容。

３．希望能够拓展游戏类课程。

（二）音乐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中的质性评价

档案袋评定（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兴起于美国，是最有代表性的质性课程评价

方法。对教师而言，其变化是“把课程与教学同评定

整合起来，贯彻到日常的课程生活中”，“理想型”档

案袋评定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种类，它分为“作品产

生过程的说明（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ｏｆｗｏｒｋｓ）”、“系列作品

（ａｒａｎｇｅｏｆｗｏｒｋｓ）”和“反思（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三部分。［２］２０４

在学前教育音乐类课程评价中，以“理想型”档

案袋评定为例，将课程评价与日常教学结合起来。

具体如表３：

表３　学前教育（艺术方向）音乐类课程档案袋

教师

教学

档案袋

音乐课程

教学思路

１．课程教学大纲

２．教学困难与预期效果

音乐课堂

记录与课

外记录

１．课堂教学计划

２．学生作业题目以及考试题库

３．音响、音像资料

４．课外音乐实践活动记录（音乐会、

教学交流会等）

反思与评

价记录

１．教师自我评价

２．教师成长记录（进修、交流）

３．期末学生评价记录

学生

档案袋

音乐课程

学习理想

１．对课程的预期学习目标

２．学习中的困难（音乐基础问题等）

音乐作品

展示

１．音乐作品成果（如创作歌曲、音乐

游戏活动设计、儿童音乐剧本等）

２．舞台展示资料（音乐会、音乐交流

的文字及图片、音像资料）

反思与

记录

１．教师评价

２．自我评价（是否达到预期学习目

标）

３．学习中的遗憾以及后续学习方向

　　在音乐课程评价的过程中，将问卷调查式的量

化评价方式与档案袋评定式的质性评价方式相结

合，既能够从宏观上对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的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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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又能够关注授课教师与学生的

具体教与学过程，其结果会比较客观和准确。

（三）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评价的具体

方法

１．观察法

观察法是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观察学生的学习

活动，掌握学生学习状况、态度所使用的方法。［７］学

前教育（艺术方向）音乐技能课程的学习往往以小组

教学形式进行，教师根据记录观察结果划分学生回

课状况并调整教学内容。通常，教师根据学生的嗓

音条件、歌曲的准备情况以及学生对于歌曲的情感

把握等内容对学生的回课情况进行划分。例如：《声

乐》小组课每组１０名学生，教师将回课状态分为优、

中、下三等，并根据情况调整教学要求，如表４：

表４　学生回课情况统计

回课表

现等级
表现状态 调整安排

优
歌词熟练，积极主动歌

唱，歌唱状态良好。

担任声乐小组的组长，并

负责对回课较差的同学

进行课下督促与帮助。

中

能背过歌词，能够和同

学一起完整演唱，歌唱

状态与方法需要进一

步改进。

以鼓励教学为主，注重教

师示范以及同学间的互

评，提高其对歌唱的理解

与表现力。

下

精神不集中，歌词背不

下 来，不 能 够 完 整

演唱。

个人回课，并加强课下小

组监督与互助。

　　音乐技能小组课不同于音乐个别课，教师根据

学生的回课分级情况适当调整教学内容有助于教学

效果的提升。例如，在歌唱教学中，对嗓音条件较好

以及对歌曲准备充分的学生，教师可以在回课排序

上给予优先，在歌唱曲目上适当增加难度；对于歌曲

准备不充分，歌唱技术状态不够好的学生，教师一方

面鼓励他们多听其他同学歌唱；另一方面降低独唱

时的歌曲难度，鼓励他们循序渐进。

２．测验法

在《乐理与视唱练耳》、《幼儿音乐与名作欣赏》

等课程的授课中，往往以音乐听辨、音乐知识问答等

方式对学生的音乐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检测，分为笔

答式的音乐试卷测验和伴随音乐表现的实践能力测

验。例如，在《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中，乐理以笔答

式测验为主，视唱练耳在学生歌唱音乐作品片段的

过程中检验其音高感、节奏感、识谱能力及音乐表

现力。

３．表演法

表演法是音乐课程重要的评价方法，通常以“星

期音乐会”以及“音乐类课程教学汇报”等形式在舞

台上展现教学成果，其中除了考察《琴法》、《声乐》、

《幼儿舞蹈训练》等音乐技能性课程的教学成果外，

还通过小组活动表演的形式检查《儿童音乐剧排练

与表演》等课程的教学效果。

４．游戏法

游戏教学是幼儿园教学活动的主要方法。学前

教育（艺术方向）音乐类课程中《奥尔夫音乐游戏》就

是引导学生参与音乐游戏并培养学生设计音乐游戏

的专业课程，以学生对音乐游戏的设计与表演为考

评内容，其教学评价注重形成性评价和个性差异，学

生充分体验“玩中学”的教学方式。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教学评价立足于发展

性教育评价理念，关注学生整体音乐能力发展，注重

形成性评价、多元评价及学生评价。同时，在评价方

法上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它是尝试建立

具有特色的学前教育音乐课程教学评价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为提高学前教育音乐类课程的教学质

量确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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