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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OBE”理念的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教学反思与改革

——以《音乐技能Ⅲ（声乐）》课程为例

邓 江，党爱娣

（兰州城市学院幼儿师范学院 ，甘肃兰州 730020）

■学前教学前沿

摘 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是我国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也是师范类课程改革与实施的基本依据。传统学

前教育专业声乐类课程教学长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课程目标定位不够准确、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幼儿园保教实践

相脱节、声乐教学重技能训练，轻能力培养以及声乐课程评价方式单一。以OBE“产出导向”为指导，准确定位课程目标、重组课

程内容、改革教学方法、调整课程评价，使音乐类课程在学前教师教育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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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Reform of Vocal Music Teaching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BE"

— Take the Course of Music Skill Ⅲ (Vocal Music) as an Example
DENG Jiang, DANG Ai-di

（Institute of Preschool Education,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student-centeredness, output-orient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s the basic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of norm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s also the basis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 of normal education. There are four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vocal music teaching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the inaccurate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selec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kindergarten teaching practice, the emphasis on skill training in vocal music
teaching, the neglect of ability training and the single evaluation method of vocal music curriculum. Under the
guidance of OBE’s“output orient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to accurately pose curriculum objectives, restructure curriculum contents, reform teaching methods
and adjust curriculum evaluation so as to make music curriculum play its due role in preschool teachers’
education.
Key words:“OBE”concept; preschool education; vocal music curriculum; curriculum reform;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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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产出为导向的“OBE”理念是一种国际先进的

教育理念，引领着当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和课程教学的改革。传统的教育理念关注教师“教得

怎么样”，而以产出为导向的“OBE”理念更关注学生

“学得怎么样”，强调教学首先要明确学生通过学习之

后最终要具备的能力与素质，然后再进行教学设计与

实施。近年来，“OBE”教育理念在国内专业认证中已

被广泛接受。在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我国师范类

专业认证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基本

理念。“学习中心”强调遵循师范生成长成才的规律，

以师范生为中心配置教育资源，组织课程和实施教

学；“产出导向”强调以师范生的学习效果为导向，对

照师范生毕业核心能力、素质要求，评价人才培养质

量；“持续改进”强调对教学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应用于教学改进，推动人才培养质量的

持续提升。高等师范院校的课程教学改革应当在实

践中践行“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基本理

念，对课程设计与实施进行一系列的反思与改革，从

而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明确提出：幼儿

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包括对音乐、舞蹈、绘

画、文学、戏剧等艺术形式的欣赏、感受、认知和表现

能力。教师的艺术素养关系着幼儿对艺术的感受、欣

赏和表征能力的发展，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是幼儿园

教师专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1］。幼儿园艺术领域

中音乐活动的实施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音乐能

力和音乐教学能力。音乐能力主要包括音乐的表现

能力、鉴赏能力、感知能力和创造能力；音乐教学能力

是教师在幼儿音乐活动中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反

思能力的综合体现。幼儿园教师必须具备的音乐能

力和音乐教学能力为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的设计

与实施提出了的明确而具体的课程目标定位，也使得

学前教育专业的声乐教学有别于音乐专业的声乐教

学。音乐专业的声乐教学更关注学生声乐技能的掌

握，以及运用声乐技能诠释歌曲情感的能力培养；而

学前教育专业的声乐课程有其鲜明的专业特点，即在

幼儿园教育教学实践需求这一专业背景之下，通过声

乐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训练学生掌握科学的

发声方法，较好地把握音准、节奏、情感、声音控制，完

整地演唱儿童歌曲；同时，通过赏析、讲解不同体裁的

幼儿歌曲，培养学生分析和把握儿童歌曲的审美价值

和潜在教育价值的能力，并能够根据不同年龄段选择

适合幼儿的歌曲，同时，在声乐的学习和实践中丰富

学生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

审美能力，满足职业需求，为学生将来从事幼儿园音

乐教育活动储备坚实的音乐素养。在当前专业认证

的大背景下，运用“OBE”的教育理念对学前教育专业

声乐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进行反思与改革实践，具

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课程建设是幼儿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

长期以来，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声乐课程被定义

为艺体技能课，在课程的目标设计、内容选择、组织实

施以及考核评价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

（一）课程目标定位不够准确

课程目标是指课程本身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和意

图，规定了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以后，在知识、技能及素

质等方面期望实现的程度，课程目标是确定课程内容

和选择教学方法的基础。目前，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

程的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基本都是参照师大（院）音乐

系（学院）的课程目标，教师在教学中更多关注学生对

科学歌唱方法（美声或民族唱法）的学习与掌握情况，

强调声乐知识、技能和技巧的学习，因而会出现学生

只会运用美声或民族唱法演唱歌曲，进行幼儿歌曲演

唱时不会科学地转换声音位置，在儿童歌曲弹唱时常

常顾得了弹顾不了唱，顾得了唱忘记了弹，即便有的

学生声乐歌曲演唱水平已较高，仍然不能很好地演唱

儿童歌曲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教师缺少

在学前教育专业背景下对声乐课程目标进行思考和

定位，教师没有从学生将来要从事的幼儿园音乐教育

这一职业需求的角度来定位课程目标。学生通过声

乐课程的学习能够获得何种能力？达到什么程度以

及如何把掌握的声乐知识和技能与幼儿园保教实践

相结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没有在课程目标中进行

明确的规定和说明。错位或缺失的课程目标，使得当

前学前教育专业的声乐课程在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

形成与发展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幼儿园保教实践相脱节

2



总36卷 邓江，党爱娣：基于“OBE”理念的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教学反思与改革

“以儿童为本”的教育观已成为幼儿园教师一致

认同并始终践行的教育理念，遵循高校人才培养方案

“反向设计，正向施工，倒逼课程”的基本原则，学前教

师教育课程也应体现儿童视角的课程观和教育观。

然而，当前学前教育专业的声乐课程，其教学内容仍

然更多地固守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以声乐学科知

识和声乐技能训练为主线设计教学活动，使得学前教

师的音乐素养培养明显滞后于学前教育实践对教师

音乐素养的实际需求。声乐教师每学期给学生布置

四首到五首声乐曲目，曲目的难易程度由任课教师决

定，每首歌曲练习两周到三周然后在学习下一首歌

曲。这样的单一脱节的课程内容导致声乐教学给予

学生的更多的是音乐学科的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的音乐素养，但没有为学生

今后从事幼儿园音乐教育提供必要的内容支持，很

难满足学生将来的职业需要，学生毕业后需要更长

时间来适应和胜任幼儿园的音乐教育教学工作。同

时，幼儿园音乐教育实践要求教师要掌握声乐、琴

法、边弹边唱以及基本乐理知识等多种音乐学科的

知识和技能，这些音乐学科的课程内容安排应形成

一定逻辑关系，但在当前的现状中，音乐领域不同性

质的课程安排较随意，课程内容之间缺乏呼应，未能

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将来的职业需求来进行课程安

排和教学设计，影响了学生综合音乐素质和基本职业

能力的提升。

（三）声乐教学重技能训练，轻能力培养

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的教学固守着

以知识掌握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声乐课只

强调声音位置、共鸣等技巧的训练和掌握，每节课教

师都是运用“我教你唱”的单一的教学方法教授声乐

技能，缺乏对学生在音准、节奏、强弱、音色等音乐的

基本素养提升方面的指导，更加少有对音乐作品的创

作背景、作品结构和风格等的分析解读，失去了声乐

课程本应具有的审美教育功能，忽视了学生艺术感悟

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声乐课程的学习中

也仅仅以掌握科学的歌唱方法，无暇对音乐作品本身

进行充分的感受和鉴赏，导致学生对声乐课越来越不

喜欢上，甚至感觉到枯燥、不耐烦，最终造成学生只会

声乐技能，缺乏在幼儿园实践中协调声乐知识技能和

学前教育行为的能力。声乐课程的教学组织和实施

与职业需求的声乐课程目标相违背，教师的声乐教学

和学生的声乐学习极易沦为肤浅的声乐技能训练。

（四）声乐课程评价方式单一

在以往的声乐课程的教学中，评价内容仅限于每

学期学习的4-5首歌曲，评价的标准注重技能技巧的

掌握程度，在歌曲的表现力、音准、节奏、强弱等音乐

元素和对歌曲风格的把握、歌词的理解等综合素质上

没有设定标准，随意性很大，也很主观。评价方式采

用学完一首歌曲考核一次作为一次平时成绩，最后一

首歌曲作为期末考试成绩认定。这样的评价只关注

技能掌握不注重过程的评价，没有关注到学生努力的

过程和阶段的进步，学生会对声乐学习失去自信。

三、“OBE”理念下的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

程的教学改革

“OBE”课程大纲的核心理念是产出导向，应以学

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为准绳，建立“产

出导向”的声乐课程教学体系，对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

程的目标确定、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教学评

价等方面方面进行系统的综合改革，培养高素质的、以

幼儿教师岗位能力要求为导向的合格幼儿教师［3］。

（一）以培养目标和职业要求为依据确定声乐课

程目标

根据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课程目

标是学生在技能、保教和素质、师德规范等方面达成

的基本目标，也是课程学习结束后对学生实施考核评

价的标准。根据以上要求，二年级第一学期《音乐技

能Ⅲ（声乐）》课程确定了以下4条课程目标：第一，通

过学习歌唱发声的基本理论，能够建立正确的声音概

念，具备一定的音乐基本素养。这一目标重点强调学

生基本音乐素养的培养，教会学生使用正确的咬字吐

字的方法演唱歌曲，引导学生对音乐的音准、节奏、

强弱、快慢等音乐元素进行分析，在建立良好的声

音概念和音乐元素的基础上，查阅资料了解歌曲的

背景以及歌词的含义，然后进行大胆表达，主动收

集、整理和分析歌曲中的相关信息，学会反思，能够

更有情感的演唱歌曲，所有声乐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都是基于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这一核心目标；第

二，通过学习幼儿歌曲的选材要求及方法，能够认

同并掌握学前教师应具备的保教知识，树立正确的

儿童观。学前专业的学生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儿童

观，坚持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幼儿的个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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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充分了解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嗓音特点的基础

上，学习幼儿歌曲选材的要求及具体方法，认同并

掌握学前教师应该具备保教知识；第三，掌握运用

科学的发声方法与演唱幼儿歌曲相结合，能够有表

情的演唱幼儿歌曲，提高知识间的联系与整合的能

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声乐技能学习的主要目的

在于能够有效地将科学的发声方法应用于幼儿歌

曲的演唱之中，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调整发声位

置），能够结合正确的咬字吐字要求选择幼儿歌曲，

从音乐艺术的角度分析歌曲、设计动作，有表情的、

亲切地演唱幼儿歌曲，从而使得声乐知识和技能与幼

儿园保教实践深度融合，明确音乐技能的工具性价

值，最终追求幼儿园保教质量的综合提升，是音乐类

课程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正确定位；第四，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我们

培养的是未来的幼儿园教师，因此，在师德规范方面

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思政渗透在教学

中，通过演唱积极向上的歌曲、中国经典歌曲、健康向

上的幼儿歌曲，达到文化的认同、情感的认同。上述4

条课程目标均指向一定职业要求的实现，具体对应关

系如表1所示。

表1 音乐技能Ⅲ（声乐）课程目标与职业要求的对标

课程目标

目标1：通过学习歌唱发声的基本理论，能够建立正确的声音概念，具
备一定的音乐基本素养。

目标2：通过学习幼儿歌曲的选材要求与方法，能够认同并掌握学前教
师应具备的保教知识，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目标3：通过掌握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并与演唱幼儿歌曲相结合，能够
有表情的演唱幼儿歌曲 ，提高知识间的联系与整合的能力。

目标4：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
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职业要求

保教知识
学会反思
师德规范

教育情怀
保教知识
师德规范

学会反思
沟通合作
师德规范

师德规范

（二）打破传统教学内容，重组课程模块

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人才培养方案，学前教育声

乐课程打破传统单一的内容组织，重组课程内容，以

模块方式呈现新的教学内容。根据学前教育专业毕

业要求的具体规定，《音乐技能Ⅲ（声乐）》的课程内容

可以设计为四大模块、一个项目：即，技能模块、保教

模块、赏析模块、舞台实践和综合项目，在模块和项目

中嵌入两个实践应用模块、两个练习模块、一个舞台

实践和一个综合项目。下面分别对各个模块内容及

设计依据作以说明。声乐学习有别与其它教师教育

类的课程，本身就是以练习为主的技能课程，因此，模

块的设计上不能脱离声乐课性质，前两个模块都是围

绕歌曲的咬字与吐字、歌曲的分析等技能上进行训

练，并且在相应的模块中设计了相应的课堂应用的实

践模块。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实践练习为途径达到技

能目标的实现；保教模块是学生具备教育能力的训

练，是第三个模块歌曲演唱的处理，通过课堂练习的

嵌入学生在歌曲演唱时注重音乐的综合表现因素，

如，歌曲的乐段、音乐的强弱、快慢、歌词表达的含义

等音乐的综合素养得以练习与体验；视听模块的设计

结合《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不同年龄段幼儿

的身心健康发展的特点，尊重幼儿对艺术领域兴趣、

爱好和感受，通过讲解、试听的教学，学生能够很形象

的感受到如何选择幼儿歌曲，并通过小组实践练习选

择幼儿歌曲，以小组为单位呈现共同设计的表演、演

唱，加强了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和保教能力；在模块

设计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块就是舞台实践，艺术周前

全体学生大量、集中地练习、训练，然后在舞台上呈

现，学生对歌曲的情感表达得到了提高，并且很快地

找到自己在学习上的不足，目标更加明确。模块内容

的设置坚持以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和满足学生毕业后

的职业需求为原则，以毕业要求为依据，内容模块与

实践模块地有机结合，共同促进学生声乐技能和音乐

综合素养的提升，课程模块的整体设计呈现出螺旋式

4



总36卷 邓江，党爱娣：基于“OBE”理念的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程教学反思与改革

上升的特点，见图1所示。

图1是课程模块的整体设计与实施路径，下面对

每个模块中的具体教学内容及逻辑关系作以说明。

在本课程的前序课程中，学生已学习掌握了歌唱的基

本理论知识，能够分辨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与幼

儿歌曲唱法上的不同，本课程内容的第一部分包括模

块一、二、三以及实践模块一、二、三，从咬字吐字这一

基本的歌唱技能训练开始，在技能的练习中除了发声

训练、歌曲演唱以外加入音程的训练，加强音准、声音

控制感受以及声美的训练。通过曲式分析，学生主动

查阅资料了解歌词背后的时代背景，歌词所表达的内

容情感，最后能够完整的、有感情的、清晰地演唱表达

歌曲；课程内容的第二部分由模块四、实践四、艺术

周、项目组成，在学习掌握了科学发声的基础上，明确

演唱幼儿歌曲发声的音色、声音位置与美声、民族唱

法的区别与不同，用幼儿喜欢的声音、表情、动作演唱

幼儿歌曲，在幼儿歌曲选择上以儿童为出发点遵循不

同幼儿的歌唱能力、歌唱音域，从幼儿歌曲的内容和

旋律等方面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歌曲，通过小组

合作和舞台实践展示学习了的幼儿歌曲和声乐歌

曲，合唱歌曲。学期末利用综合项目整合所有模块

知识，综合指向幼儿歌曲演唱和表达能力的培养。

需要强调的是，坚持将思政始终贯穿于所有模块的

教学中，模块中歌曲的选择以歌唱祖国、热爱祖国等

中国经典歌曲为主，从而达到文化的认同、歌曲情感

的认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幼儿歌曲的选择中，

尽量选择美好的、活泼的、积极向上的歌曲，培养学生

积极阳光地生活态度。课程模块的具体教学内容安

排如表2所示。

表2 音乐技能Ⅲ（声乐）课程教学内容

模块名称

模块一
歌唱的咬字、吐字

实践模块一
课堂应用

模块二
歌曲的分析

实践模块二
课堂应用

模块三
歌曲演唱的处理

实践模块三
课堂练习

模块四
如何选择幼儿歌曲？

实践模块四
课堂练习

实践模块五
艺术周

项目
综合应用

模块内容

★1. 歌唱的咬字、吐字
△2. 歌曲演唱（选择热爱祖国、歌唱祖国的歌曲）

3. 发声练习(可加入音程练习)

歌唱的吐字、咬字在发声练习中的应用

1. 发声练习(可加入音程练习)
★2. 歌曲的分析（分析歌词内容、分析旋律曲式）
△3. 歌曲演唱（选择传统诗词歌曲作品）

歌曲分析在歌唱中的应用

1. 发声练习(可加入音程练习)
★2. 歌曲演唱的处理（中国经典声乐作品））
△3. 根据歌曲风格调整声音

歌曲演唱的处理在歌唱中的应用

1. 幼儿的歌唱能力
2. 幼儿歌曲的趣味性
3. 幼儿歌曲的内容
4. 幼儿歌曲演唱

★ 幼儿歌曲的选择与分析分组练习

★舞台实践

设计、使用科学的发声方法，歌曲的分析与处理，再结合不同幼
儿歌曲风格的选择原则，完整地演唱幼儿歌曲

图1 课程模块与实践练习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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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解决前文所述当前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

程内容设置重复、或缺乏逻辑联系的问题，在课程设

置与实施中强调形成教育合力，其理念不失为有益的

尝试与实践。利用教育合力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和综

合能力。通俗地讲，教育合力就是劲往一处使，团结

就是力量，各种教育有效的凝聚在一起。本课程中所

说的教育合力，是指把声乐课、视唱课、钢琴课、舞台

实践有机融合在一起，建立声乐歌曲库、幼儿歌曲库、

合唱歌曲库和赏析曲库。声乐曲库中的歌曲在教学

中便于教师选择教学歌曲，学习的歌曲可以进行舞台

实践；在声乐课程的模块教学中有幼儿保教知识、技

能的学习，为了达到效果同时选取了C、F、G大调幼儿

歌曲，每天早自习进行视唱练习，解决学生的音准问

题，同时，这些幼儿歌曲也是钢琴课中的弹唱教学内

容。钢琴课负责解决学生如何弹的问题，声乐课解决

如何演唱的问题。通过歌曲库的建立统筹、完善音乐

领域不同课程的教学内容通过不同的教学形成教育

合力，共同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

（三）改变课程教学方法，注重实践练习

为有效实现学生在知识，技能和素养等方面要达

成4项基本目标，本课程采用教师讲解示范、实践练

习、主题讲授、小组合作、多媒体试听、舞台实践、双主

体讲授、项目制综合应用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讲解

示范教学，启发学生体验咬字、吐字在歌曲演唱中的

应用，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声乐课技能的学习重

在实践练习，三分讲七分练，在练习中掌握发声的技能

技巧；主题讲授方法围绕某一固定主题，为学生提供多

元化的视角，梳理该主题的相关逻辑关系；多媒体试听

的方法是教师根据选择幼儿歌曲的原则选出有代表性

的幼儿歌曲，如，在音域上、在趣味性、旋律、歌词内容

等选取有代表性的适合大、中、小班幼儿演唱的幼儿歌

曲进行赏析，将讲解分析与实践练习相结合，学生具备

一定的幼儿生理知识，初步掌握选择幼儿歌曲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方法，提高知识间的联系与整合的能力；小

组合作学习方式的实施要充分信任学生，相信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强调组中、组间经验流动的价

值，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对歌曲的选择、分析、演唱与表

达；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班级分享活动，提高学生合作学

习与小组互助体验的能力,能使学生们相信，大家正在

向同一个方向努力，拥有共同的期望和价值观，合作性

目标的确立，它能使成员有信心克服困难，愿意探索可

供选择的方案且能自我更新［4］。通过双主体讲授方

法重在培养学生主动收集、整理和分析与课程实践相

关信息的习惯，提高反思分析能力，如表3。

表3 音乐技能Ⅲ（声乐）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运用
主要方法

讲解示范

实践练习

主题讲授

小组合作

多媒体试听

舞台实践

双主体讲授

项目制
综合应用

适用模块

模块一
模块二
模块三

模块一
模块二
模块三
实践三
实践四

模块四
实践四

实践四
项目

模块四

实践五

实践四

项目

操做要点

1.讲解科学发声的知识要简洁、生动、明确。
2.教师很直观的示范科学的发声。
3.重在对发声的及时纠正和点评。
4.用正确的示范启发技能点的理解。

1.教师的讲解与学生训练为重要环节。
2.重视课堂实践中的问题及时反馈。
3.用课堂取样的方式了解学生对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掌握情况。

1.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理论视角。
2.讲授的内容逻辑完整，为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支架。

小组成员间互换角色进行演练，保证每一位学生都有演练机会。

1.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视角。
2.抓住音乐的听觉特性，直观的理解授课内容。
3.按照学习内容，学生在网络音乐平台上寻找更加广泛地资料和同学共分享。

为学生提供展现的平台。

1.重点是学生的分析讲授，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学自主和教师规范性语言的
重要性。

2.注意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专业书籍、网络开展歌曲背景内容的查找与讲授。

1.提醒学生提取并综合应用已有专业背景知识和技能。
2.将生成的相对成熟的声乐技能尝试运用到幼儿歌曲演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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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音乐技能Ⅲ（声乐）课程考核细则

考核环节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出勤

实践考查一

实践考查二

实践考查三

实践考查四

舞台实践

考核要求

按时上课，无迟到、早退、旷课情况。事假1次扣2分，迟到1次
扣3分，早退1次扣4分，旷课1次扣5分。

理解掌握正确歌唱的咬字与吐字方法，歌唱语言要清晰，歌曲
情感的表达要准确。

运用歌曲分析的方法演唱歌曲，理解歌词所表达的情感。

运用歌曲分析处理的方法流畅完整的演唱歌曲，有情感的演
唱歌曲。

运用儿童歌曲选择的原则，分组考查，学生实践，查阅资料，分析
处理并演唱幼儿歌曲，能够表现出积极向上、阳光快乐的情感。

体验声乐演唱与舞台表演相结合，能够大胆表现，感受美、体
验美。

能运用本课程所学的知识，所掌握的方法，采用作品取样系
统，选择儿童歌曲，并用科学的吐字、咬字方法，通过分析处理
歌曲完整清晰地演唱歌曲，能够正面表达情意，积极向上，建
立阳光快乐的生活态度。

分值比例（%）
分项

10

10

10

10

10

10

40

（四）改变评价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

课程评价是按照高校课程理论设计的一种质量

评估程序，是检验学生课程学习情况的重要手段，同

时，对于反馈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

参考意义［5］。《音乐技能Ⅲ（声乐）》的课程考核评价

既不能过分强调对声乐知识和技能的考核，也不淡

化对音乐本身审美价值的评价，改变重结果的传统

评价方式，以过程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过

程性评价占60％，终结评价占40％。过程性评价包

括学生出勤、技能的掌握、实践练习、歌曲情感的表

现、查阅资料、小组合作、舞台展示的考核评价，提出

明确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期末考查为终结性评价，从

学生对科学发声方法的掌握、幼儿歌曲的选择、分析、

演唱、表达等多个维度对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行评价，

注重综合能力的获得。具体考核内容与实施细则如

表4所示。

“OBE”教育理念强调“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符合当前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规律和特

点。以学生音乐综合素养的提升为核心，确定学前教

育专业音乐技能（声乐）课程的目标，选择课程内容，

改革教学方法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能够有效推动人

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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