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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的适宜性探讨

潘昱蓉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黔南，558000；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的适宜性。通过对幼儿教育需求、学生能力

培养以及课程设置等多方面的分析，阐述了该课程在幼儿师范教育中的重要性和积极影响，同时也对可能面临的

挑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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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幼儿教育中，音乐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

幼儿歌曲作为幼儿音乐教育的重要载体，其质量和适用

性直接影响着教育效果。因此，对于幼儿师范类学生来

说，掌握幼儿歌曲创编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是

否应当为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

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考量。

1 幼儿歌曲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

幼儿歌曲作为幼儿教育的关键构成部分，拥有独特

的魅力与无可替代的作用。其凭借欢快的旋律、浅显易

懂的歌词以及生动有趣的表现形式，深受幼儿的钟爱，

对幼儿的全方位发展产生着深刻久远的影响。

（1）幼儿歌曲有利于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

歌曲中的歌词往往简洁清晰、富有韵律感，便于幼

儿模仿与记忆。幼儿在跟唱歌曲时，能够持续练习发音，

提升语言表达的精准度与流畅性。与此同时，歌曲里的

词汇和句式丰富多样，能够拓展幼儿的词汇量，强化其

对语言结构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2）幼儿歌曲对于幼儿认知能力的培养意义重大。

众多幼儿歌曲涵盖了数字、颜色、形状、动物、植

物等各类知识元素。借由歌曲的形式展现这些知识，能

够让幼儿于轻松愉悦的氛围里自然而然地接纳和领会，

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推动其认知能力的发展。

（3）幼儿歌曲能够培育幼儿的情感与审美。

优美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能够触动幼儿的内心，使

他们体会到快乐、温暖、安全等种种情感体验。幼儿在

欣赏和演唱歌曲的进程中，逐步学会表达自身的情感，

培育丰富的情感世界。同时，幼儿歌曲的艺术形式也能

够提高幼儿的审美水平，让他们感受音乐之美、节奏之

美和语言之美。

（4）幼儿歌曲还为幼儿创造了社会交往的契机。

在集体演唱或表演歌曲的过程中，幼儿需要彼此配

合、协调动作，这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与团队精

神。并且，歌曲也是幼儿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桥梁，能够

增强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

（5）推动幼儿的身心发展。

幼儿歌曲通常具备简单明快的节奏、优美悦耳的旋

律和生动有趣的歌词，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他

们的兴趣与好奇心。通过欣赏和演唱幼儿歌曲，幼儿能

够锻炼语言表达能力、节奏感和音准，同时也能够培养

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创造力。

（6）丰富幼儿的学习生活。

幼儿歌曲为幼儿的学习生活注入了乐趣与色彩，让

他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总之，幼儿歌曲在幼儿教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

位。它不但能够促进幼儿的语言发展、认知提升、情感

培养和社会交往，还能够为幼儿的童年增添欢乐与色彩。

所以，在幼儿教育中，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幼儿歌曲的运

用，为幼儿挑选符合他们年龄特征和发展需求的歌曲，

让幼儿在歌声中健康成长。

2 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

的必要性

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十分必

要，该课程能激发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专业素养，增强

职业竞争力，促进教育个性化，满足幼儿教育需求，还

能促进幼儿师范教育发展。

（1）激发创新能力

课程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突破传统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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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模式，创作出新颖独特的幼儿歌曲。这种创新能力的

培养将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幼儿教育工作中设计出更

具吸引力的教学活动。

（2）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

《幼儿歌曲创编》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创作能

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具

竞争力。

（3）增强职业竞争力

在幼儿教育领域，具备歌曲创编能力的教师更受欢

迎。能够为幼儿园提供原创的歌曲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提升教育质量，从而在就业市场中更具竞争力。

（4）促进教育个性化

每个幼儿都是独特的，通过创编个性化的幼儿歌曲，

可以更好地满足不同幼儿的兴趣和需求，实现因材施教。

（5）满足幼儿教育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观念的更新，对幼儿教育的

质量和多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幼儿教师需要具备创

编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求的歌曲的能力，以丰富

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6）促进幼儿师范教育的发展

开设该课程有助于完善幼儿师范教育的课程体系，

推动幼儿师范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幼儿歌曲创编》课程对幼儿师范类学生意义重大。

它鼓励学生突破传统创作新颖独特的幼儿歌曲，从而激

发创新能力，有助于规划更具吸引力的教学活动。能锤

炼学生多方面能力提升专业素养，使他们在就业中更具

竞争力。在幼儿教育领域，具备歌曲创编能力的教师受

欢迎，可丰富教学内容提高质量。课程还能针对每个幼

儿的独特性满足其兴趣需求实现因材施教。同时，社会

发展和教育观念更新对幼儿教育有更高要求，教师需具

备此能力丰富教学增强效果，而且开设此课程有利于完

善幼儿师范教育课程体系，推动其改革创新。

3 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

的可行性

幼儿师范类学校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是可行

且必要的。通过开设此课程，能够提高幼儿师范类学生

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为幼儿音乐教育培养更多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教师，进一步推动幼儿音乐

教育事业的发展。

（1）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适合自

己的歌曲

幼儿具有独特的认知水平和情感需求，现有的幼儿

歌曲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需求。创编个性化、

富有创意的幼儿歌曲能够更好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

发他们的参与热情。

（2）丰富幼儿音乐教育内容

新鲜、有趣的创编歌曲能够为幼儿音乐教育注入新

的活力，拓展教学资源，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3）课程资源丰富

目前，市场上有大量的幼儿歌曲教材、音像资料以

及网络资源，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和借鉴。我们可

以加以利用和改编，以创作出更适宜当代儿童特点的儿

歌。

（4）教学方法更加多样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实践操作、小组合作等多

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然而，在课程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

和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资源和实践平台，

以确保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同时，还需要关注幼儿

教育的最新发展动态和需求，使课程内容与实际教学紧

密结合，为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幼儿教师提供有力支持。

4 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课程

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挑战的策略

《幼儿歌曲创编》作为一门培养幼儿师范学生音乐

创作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的课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

而，在实际开设过程中，这门课程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

4.1 可能面临的挑战

（1）教学目标难以明确

幼儿歌曲创编需要学生具备音乐理论基础、创造力、

幼儿心理认知等多方面的能力。确定一个既符合幼儿教

育需求又能切实提升学生创编能力的教学目标并非易

事，容易出现目标过高或过低，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2）教学内容复杂且缺乏系统性

该课程涉及音乐创作理论、幼儿歌曲特点、歌词创

作、旋律谱写等多个方面，内容繁杂。同时，现有的教

材和教学资源可能缺乏系统性，难以形成完整的教学体

系。

（3）课程时间和教学任务安排的不确定性在有限

的教学时间内，要完成幼儿歌曲创编的理论教学和实践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8 期

JZKpublishing 智慧教育

3

指导，需要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和教学进度。

（4）教学方法选择困难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

实践能力，而采用项目式、小组合作等教学方法又需要

教师具备较高的课堂组织和引导能力，且对教学环境和

设备有一定要求。

（5）师资队伍建设不足

能够胜任《幼儿歌曲创编》课程教学的教师不仅需

要具备扎实的音乐专业知识，还需要了解幼儿教育的特

点和需求，同时拥有丰富的歌曲创编经验。但目前，这

类复合型教师相对匮乏。

（6）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学生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来提高歌曲创编能力，但

学校可能缺乏与幼儿园的紧密合作，学生缺少实践机会，

无法了解幼儿对歌曲的真实反应和需求，难以检验和改

进自己的作品。

（7）评价体系不完善

如何科学、全面地评价学生的歌曲创编成果是一个

难题。传统的以考试成绩为主的评价方式不能准确反映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2 应对挑战的策略

（1）深入调研，明确合理的教学目标

结合幼儿教育的实际需求和学生的现有水平，制定

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教学目标。

（2）整合优化教学内容，分层教学

组织教师团队编写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教材，合

理安排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和重点难点。根据学生的音

乐基础和能力水平，进行分层教学，为不同层次的学生

制定个性化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3）多样化教学方法，优化课程设置

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情境创设、

小组讨论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合理安排

课程时间，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同时适当

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

（4）加强师资培训

鼓励教师参加相关培训和进修，提高自身的专业素

养和教学能力，同时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教师。

（5）强化实践教学

加强与幼儿园的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邀请幼儿园教师参与教学指导。

（6）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

综合考虑学生的创作过程、作品质量、创新思维等

多个方面，采用教师评价、学生互评、自我评价等多种

评价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7）完善评价体系

建立包括作品展示、自我评价、同学互评、教师评

价、幼儿园试用反馈等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全面评价学

生的学习成果。

只有通过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

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实践教学和完善评价体

系等措施，才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优秀幼儿教师，才能

为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结论

综上所述，为幼儿师范类学生开设《幼儿歌曲创编》

课程是适宜且必要的。该课程不仅能够满足幼儿教育的

需求，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还能够促进幼儿师范教育

的发展。虽然在开设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但通

过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可以充分发挥该课程的优势，

为培养优秀的幼儿教师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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