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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育

学前教育本科专业视唱练耳乐理教学方法

刘　哲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音乐系，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００）

摘　要：视唱练耳乐理教学作为本科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及教学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

响，文章从这门课程教学的目的性、教学方法突破与创新、难点的解决三方面对视唱练耳乐理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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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本科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在我国发展迅

速。很多高校开设了学前教育专业，其目的是培养

出有较高素质的幼儿教师，更好服务学前教育工作。

视唱练耳乐理作为学前教育本科专业中的一门基础

入门课程，占据重要地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这门课程的一些教法进行探讨。

一、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这门课是音乐类基础知识课，包括乐理、视唱和

练耳三大部分，主要辅助钢琴声乐等课程，旨在帮助

学生工作后有足够的能力教授学龄前儿童。首先，

我们要让学生搞清楚该课程的学习内容以及重点和

难点，能克服心理上的畏惧和陌生。其次，要对这门

课的课时进行划分，一章讲几节课，每节几个知识

点，时间紧、任务重，一定要搞清主次，对学生以后能

用到的知识进行重要讲述和练习操作，像调式及和

弦以听为主，把音高和节奏作为重点。

二、推进教学方法的突破和创新

１．重视构唱在视唱教学中的运用

视唱教学不是简单的唱，它要求我们有柔和发

声及音准控制能力，以及敏感而准确的耳音训练，更

需要老师的监听以及学生的努力配合。一般情况

下，学生在认识了音高并掌握简单节奏后只要跟着



老师或钢琴伴奏就可以进行视唱，只需对音高和节

奏进行修正。总体来说，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基础

较弱，即使很简单的旋律，学生也不一定能唱准，个

别学生即使音高准确但离开钢琴马上就会走音跑

调，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方法能适合学前教育学

生，让他们快速、准确地进行视唱。

图１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为视唱旋律，前三

小节均为二分音符，跨度均为四度，学生在演唱时会

有一定的难度，很难唱准确。我们再注意第二行，学

生在演唱时进行前一个音到下一个音的构成，即给

两个空心二分音符中间加入两个黑色四分音符的经

过音（形成音阶模式）让学生演唱，用唱名来表示就

是唱ｄｏ、ｆａ的时候，多唱两个音唱成ｄｏ、ｒｅ、ｍｉ、ｆａ，

等学生构唱准确了以后再唱四度旋律，就会更为克

服难以唱准的问题。这种方法方便而简洁，同样也

适用在一般音乐专业院校中教学或艺术爱好者视唱

入门。

图１　

　　

２．在乐理教学中运用图例教学

这种方法在音高、节奏、音程这几个较难且重要

的章节都可以用到。我们以音程为例，可以将基本

音级（１２３４５６７，不含升降音）内所有的音程按度数全

部写出，这样不但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基本音级内所

有音的音程关系，同时能让学生通过该图的对称性

轻松地掌握音程的转位。其次，可使用简便口诀进

行记忆，如音程部分，我们将所有的音程的性质（音

数和度数）讲述以后，为便于学生快速地记住这十五

种音程，可根据其性质中相同点作以分类，如口诀：

大二大三无半音，大六大七两半音…等，便于学生快

速识别音程的性质。

３．在练耳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音乐感觉的培养

让学生要多听、多感悟。练耳非常重要，学习这

门课的目的不单单是识谱记谱，更是为了规范视唱

以及准确听辨。音乐是听觉艺术，我们学习音乐和

审美靠的是耳朵听，听准才能唱准，懂得欣赏声音美

才能有所追求。那么，我们就要培养学生的耳力和

乐感，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要让他们多听多

唱多写，进行听觉效果的渗透。听觉在视唱练耳乐

理三部分教学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在单音

听辨，双音听辨，还是和弦听辨，或是打节奏都能体

现听觉的重要性。我们一定要将这些知识通过音

乐，当然最好是儿歌，使学生掌握练耳技巧，适当的

时候可以使用一些较大的音乐作品完成。如儿歌

《两只老虎》、《小毛驴》，或少年歌曲《让我们荡起双

桨》，乃至成人作品《祖国吉祥》等让他们感受音乐的

美之所在和彼此不同的对比。

４．强调教学实践环节，开展模拟课堂教学活动

例如，可以模拟幼儿课堂教学，抽取一名学生作

为幼儿园老师，让其他学生作为幼儿园的学生，可分

多组进行教学，让学生进行儿歌对唱，或者打节奏趣

味活动。我们通过这个教学环节，让学生演唱一些

经典儿歌后，能够更清晰的再现幼儿的教学模式，让

学生深刻的感受到童心的真、善、美，以及孩子们对

音乐的渴求和兴趣，感受儿童在演唱儿歌时的心情。

为此，我们要进行深层次的反思：这门课不仅仅是要

让学生打好音乐基础，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各种手

段让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幼儿，或运用在以

后的教学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且值得我们长期

思考的问题。一名老教师曾经说过：“声乐是一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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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艺术，要用心去演唱”。歌曲能反映人内心深处的

情感，能体现人的真善美。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可以

将不同思想内容及不同风格的儿歌分类让学生来演

唱。例如，按儿歌的内容，可分为培养幼儿热爱祖

国、尊敬长辈、开启心智等；按速度和情感表达可分

为喜悦的、欢快的、悲伤的等；以节奏感可分为四分、

八分、十六分、附点、切分等。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

更系统、准确的掌握儿歌，并运用到以后的幼儿教学

当中。

５．努力做到灵活且务实地教学

书本上的知识虽是正确的，但不是十全十美的，

有些地方知识点的排列顺序存在一定问题。譬如，

乐理中的音高，书本上先讲音组，后讲音名和唱名，

笔者认为需要在基本音级导入后，先讲述音名和唱

名，特别是要将简谱的记法和五线谱的记法以图表

的形式同时展示给学生，这实际暗示我们一定要注

重简谱五线谱教学相结合。学生都是初学者，对音

组的概念和区分很陌生模糊，难以掌握。通过这样

的方式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学生牢牢掌握音

组知识点（音的高低），实现学生对音高的准确理解。

三、解决教学中难点的方法

１．深入把握节奏

要让学生掌握节奏，首先，应将节奏和节拍进行

对比，同时用多个常见儿歌进行举例，学生清晰了解

了什么是节奏之后，再进行学习就比较轻松了。等

学生基本了解了各种节奏之后，可以从书上找几个

比较好的谱例样本（学生都熟悉的儿歌），最好挑一

些节奏感强，或者旋律优美的儿歌让学生进行合唱。

如：小螺号、放牛娃等……让学生认识各种节奏并打

节奏，这样会让学生牢记各种节奏类型，也让学生在

掌握这些节奏的同时，学会了不少儿歌。

２．注意知识的交融性

在教授学生乐理的同时，要考虑到他们琴法课

的进度及程度，做到长短互补、齐头并进。或在视唱

的时候注意发声的基本方法和掌握，所有这些练习

都将服务以后的音乐实践课，这实际凸显出乐理、视

唱、练耳三部分归为一门课程的可行性，三部分互相

紧密关联，对学生以后学习琴法、声乐、舞蹈等有很

大的帮助和指导。

３．注重平时的考核

按常规来说，我们在每学期该科学生结业时进

行笔试以及视唱和听力考试即可，但是平时的小考

核实不可少，具体做法如下：开课三周左右后，由于

学生对乐理中的音高和音长能基本掌握，有了一定

的识谱和视唱基础能力后，可以对每位同学进行阶

段考核，根据他们实际识谱及视唱水平给出ＡＢＣ三

个等级，这样不但教师对每位同学的音乐能力有一

定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能让每位同学对该科目有初

始的认识。在视唱课教学时，可点名让同学试唱，就

会发现他们进步很快，因为每次抽查可以了解到他

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以避免齐唱时的“滥竽充数”。

最后，在学期末的考试鉴定时再次给他们打上ＡＢＣ

级别，会看到很多同学已发生了显著的水平级别鉴

定的变化。

４．寓教于乐

为让学生快乐的学习枯燥的乐理知识，我们要

多举例，多模唱，采取一切手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创作旋律或儿歌。

总之，我们要认真细心，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不

断进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以较高的效率和较好

的方式让学生了解音乐，喜欢音乐，努力为今后的学

前教育教学工作奠定坚实的音乐素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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