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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岗课赛证是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教学改革中做到依岗定曲，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职业技能大赛和幼儿

教师资格取证的相关内容，实现岗课赛证的有机融合。幼儿歌曲弹唱是幼师的重要技能之一，也是取证与

大赛的重点与难点，本文分析了教学改革中“岗课赛证”的有效路径和融合性，并以经典儿歌《堆雪人》

为例阐述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分析了歌曲的教学价值、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与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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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the-job Course with the Competition and Certificate” is the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reform,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position standard and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 and pre-
school teacher qualification, which aims to make an integration of the position standards, the 
courses plans, the competition skills and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Singing the song with playing 
the piano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kill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it is also the point and diffi-
culty in the skills competition or the process of getting the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effective path and integration of “The on-the-job Course with the Competition and Certif-
icate” in the teaching reform, expound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by taking the classic 
children’s song “Making a Snowman” for example, and does a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valu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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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按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课程”。 
然而，目前职业院校幼儿歌曲弹唱教学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弹唱曲目与幼儿园实际教学曲目脱

节，缺乏实用性。二是重视培养学生的弹唱技能，忽略了培养学生实施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岗位能力，

缺乏实践性。三是弹唱的教学实施没有与教资取证、技能大赛相结合。 
因此，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应立足于幼儿园实际岗位需求，融合大赛与取证的相关内容，增强学生

的实践应用能力，使学生快速适应幼儿园的教学工作，实现“岗课赛证”的紧密融合。 

2. 岗课赛证模式下幼儿歌曲弹唱的教学改革分析 

幼儿歌曲弹唱课程是高职学前教育的专业基础课，包含乐理、视唱练耳、即兴伴奏、声乐等知识与

技能，是一门综合性、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改革中，课程应与岗位、大赛、取证有机融合，面向

全体学生，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素养和岗位能力。 

2.1. 依岗定曲——整合幼儿歌曲弹唱曲目 

幼儿歌曲弹唱的教学改革首当其冲应解决弹唱曲目老旧，不接地气的问题。职业岗位对人才的素质、

知识和能力要求，就是课程与课堂教学改革的依据 [1]。在教学改革中，依托校级课题《岗课赛证模式下

幼儿歌曲弹唱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学校“北京(京津冀)幼儿教育产教合作联盟实践基地”，通过与多所幼

儿园的企业专家展开联合教研，参考中高职技能大赛曲目、幼师取证曲目、幼儿园常用教学曲目，立足

岗位需求，精选出当下幼儿园常用儿歌 29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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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南》引领——提升学生弹唱技能 

2012 年 10 月 9 日教育部正式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要“感知声音的高低、

长短、强弱等变化”。由此可见，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幼儿都需要学习音乐中有关“连”与

“跳”的内容。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连音与跳音是弹唱的常用手段，连奏与断奏是弹唱的基本奏法。对

于幼儿教师来说，必须掌握连音、跳音的弹唱技能。“连”在音乐上可以表现较长的时值，在情感上可

以表现温和与宁静；“跳”在音乐上可以表现较短的时值，在情感上可以表现轻快与愉悦，合理运用“连”

与“跳”可以实现《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要求幼儿“感知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等变化”

的教育目标。 
因此，教学中必须挑选出适于用“连”或“跳”来表现乐音高低、长短、强弱的幼儿歌曲，提升学

生的弹唱能力，为学生在幼儿园实施音乐活动奠定基础。精选的 29 首常用儿歌中大部分歌曲适于用“连”

来弹唱，小部分歌曲既有“连”又有“跳”，具备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如《祖国祖国我们爱你》、《山

谷回音真好听》、《国旗国旗红红的哩》等。 

2.3. 岗位实践——提升学生职业能力 

教育部印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园教师应具有相应的艺术欣赏与表现知识，

并认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和独特性，注重自身专业发展”。 
在幼儿园音乐教学中，幼儿教师不仅应具备熟练的弹、唱、跳等技能，还应具备将技能合理运用于

音乐教学活动中的能力。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则应该依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

要求与目标，合理运用教学方法与手段实施音乐教学活动。 
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幼儿教师角色感，培养学生的音乐教学思维，提升学生的幼儿园岗位能力至关

重要。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岗位实践，与幼儿园在教学改革、教学实践及实习就业等方面形成紧密联系，

深化校企合作，岗课赛证综合育人，从而实现提升学生弹唱技能与岗位能力的教学目标。 

3. 岗课赛证的融合性分析 

3.1. 课程与岗位的融合 

在幼儿歌曲弹唱课程的教学改革中，首先应融入幼儿园常用教学曲目，依岗定曲，对接幼儿园音乐

领域的基本技能，重点培养学生的弹唱技能；其次，融入模拟教学，创设幼儿园真实教学情境，学生扮

演幼儿教师和幼儿，初步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最后，深入幼儿园，将模拟教学转换成岗位实践，与在

职幼师、园长等资深企业专家优化教学流程与方法，从而全面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音乐教学能力。 

3.2. 课程与大赛的融合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国家职业教育的重大制度设计与创新，也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 [2]，还是检验学生综合能力的有效手段。中职技能大赛和高职技能大赛都要考核学生弹唱歌曲的能力，

高职技能大赛还要考核学生设计与实施音乐活动的教学能力。因此，在弹唱教学中融入音乐活动设计、

模拟教学、岗位实践等内容即提升了全体学生的综合能力又使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大赛素养。 

3.3. 课程与取证的融合 

幼儿教师资格证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入职幼儿园或保育培训机构的必要证书，是职业技能的权威证

明。在幼儿教师资格证的面试考核中，无论是自弹自唱的展示还是音乐教学活动的展示，考察的都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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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综合技能的运用 [3]，音乐领域的考核内容包含弹唱、表演唱、律动、创编歌词、设计与实施音乐活动

等。通过实施课证融合，使教师资格标准与人才培养目标及教学内容紧密结合，为学生取证与入职奠定

基础。 

4. 经典儿歌《堆雪人》的教学分析 

4.1. 教学价值分析 

歌曲包含了思想价值、音乐价值及实践价值，内含“学唱小歌曲、明晰大道理，美育融其中，儿歌

助育人”的思想理念。 
首先，在思想价值方面，歌词生动描绘了小弟弟与小妹妹堆雪人、做游戏的情景，体现了小朋友遵

守游戏规则、互帮互助的良好品德与习惯。 
其次，在音乐价值方面，简单的节奏和重复的音型等旋律特点使歌曲在伴奏编配和演绎方式两方面

都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学生可以尝试运用不同伴奏音型或不同演奏方式来演绎儿歌《堆雪人》，便于学

生学习和运用四种不同的伴奏音型。 
第三，在实践价值方面，经典儿歌《堆雪人》不仅是幼儿园实际教学工作中的曲目，还是学生学前

教育技能大赛的曲目。学习这首歌曲可以为技能大赛以及学生未来的音乐教学工作奠定基础，从而提升

学生的岗位能力。 

4.2. 教学内容分析 

歌曲的音乐风格和旋律特点决定了歌曲选择的伴奏音型。经典儿歌《堆雪人》，两个乐句，且篇幅

短小，加之简单明朗的旋律风格，使这首歌曲具备了运用四种伴奏音型的可能性。 

4.2.1. 伴奏音型分析 
伴奏音型是歌曲和声编配中重要的一环，因此，认识并应用四种伴奏音型是学习的重点与难点。 
全分解伴奏音型适宜表达跳跃、欢快的情绪，弹唱效果比较轻巧、活泼。半分解伴奏音型强弱分明，

具有鲜明的节拍、节奏特征，适宜表现轻松、欢快的艺术形象。柱式伴奏音型坚定、有力，具有感召力

和推动力，适用于进行曲或表现音乐形象的力量感。无旋律伴奏音型可以用以上三种伴奏音型，由于没

有歌唱声部的主旋律，因此要求演唱者具备良好的音准及节奏感。下面以歌曲的第一乐句为例，对伴奏

音型进行简要分析，详见表 1。 
 

Table 1. Four types of accompaniment patterns 
表 1. 四种伴奏音型 

类别 音型分析与对应谱例 

全分解 
伴奏 
音型 

将和弦中的音有规律地分开弹奏，包含密集型和开放型两种形式。密集型音型的音域多在五度、六

度或八度以内，旋律平稳，适用于表现儿童天真愉快的情绪。本歌曲选用的是密集型伴奏音型。 

 

半分解 
伴奏 
音型 

由低音与和弦中其他两个音相互交替构成，包含 1 + 2 或 2 + 1 的固定分解模式。音型密集适合表现

活泼、欢快的情绪，反之则宽广、舒缓。本歌曲选用的是适用于带右手旋律的 1 + 2 的伴奏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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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柱式 
伴奏 
音型 

和弦各音同时鸣响，弹奏时辅以节奏方式和结构方式的变化。节奏较快可以表现热情、激动、豪迈

的情绪；节奏时值延长、力度较轻则可以表现柔美、优美的音乐形象。本歌曲选择的是后者。 

 

无旋律 
伴奏 
音型 

右手不弹旋律，左手和右手皆用于伴奏，人声演唱的旋律声部更加突出。 

 

4.2.2. 重点与难点分析 
歌曲《堆雪人》包含两个乐句，音域为六度，和声级数主要运用一级和五级，在和声编配与音型选

择上具有极强的可塑性，非常有利于学生理解和运用不同的伴奏音型。 
因此，重点确定为认识四种不同的伴奏音型和了解不同伴奏音型的应用方式；难点确定为能够运用

所学的伴奏音型，为歌曲编配伴奏，完整弹唱歌曲。 

4.2.3. 教学流程分析 
教学流程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部分。课前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学习弹唱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如复

习编配伴奏、伴奏音型、音阶、琶音；跟唱歌曲《堆雪人》，预习四手联弹；观看幼儿园优质音乐教学

视频。 
课中依据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考虑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发展规律，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精心

设置“唱、析、编、弹、评”五个活动阶梯，详见表 2。 
 

Table 2. Five activity steps in class 
表 2. 课中的五个活动阶梯 

 5. 评歌曲 分组展示 互评总结 

 4. 弹歌曲 弹唱音型 弹唱歌曲 四手联弹 

 3. 编歌曲 异质分组 探讨故事 探讨伴奏  

 2. 析歌曲 分析歌词 分析和声 分析音型   

1. 唱歌曲 弹唱音阶 弹唱旧歌 学唱新歌    

 
课后的教学目标主要是提升学生的音乐教学能力。首先，两位学生共同撰写《堆雪人》的音乐活动

设计方案，并在学校进行模拟教学。其次，学生与教师深入幼儿园，与园长、优秀幼师共同探讨教学流

程，优化模拟教学。第三，学生反复练习优化后的模拟教学，并作为主讲教师再次深入幼儿园进行现场

教学。 

4.3. 教学模式分析  

弹唱能力的培养是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重点，学生不会弹唱幼儿歌曲将无法胜任幼儿园音乐教学活

动和日常游戏活动的开展。在教学改革中，采用了分层教学与四手联弹两种教学模式来提升学生的弹唱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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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分层教学模式 
分层教学是基础，教师对每首歌曲讲授两种编配与弹奏方式，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其中之一。弹唱技

术一般的学生可以选择简单的伴奏，弹唱技术较好的学生可以选择复杂的伴奏。由此，即激发了学生自

主探索、自主学习的热情，又充分挖掘了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最终提升了学生的弹唱技能水平。 

4.3.2. 四手联弹模式 
四手联弹是进阶，每位学生熟练弹唱歌曲后，可选择一位伙伴共同对歌曲进行二次创编，两位学生

进一步探讨弹唱的方法与形式，优势互补。这种同伴式教学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创编能力，还培养了

学生的合作意识。 

4.4. 教学特色分析 

4.4.1. 四手联弹——同伴式教学模式 
传统的弹唱教学偏重技能训练，以学生个人自弹自唱为主，教学改革中指导学生四手联弹，即两位

学生共同弹唱歌曲，这种同伴式教学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合作与沟通意识，还提升了学生的创编与弹

唱能力。 
训练方法分为两步。首先，两位学生各自对歌曲进行伴奏编配，并熟练弹唱；其次，两位学生共同

在一架电钢琴上弹唱，并对歌曲进行第二次伴奏编配，探寻更加适合四手联弹的弹唱方法与方式。 

4.4.2. 巧用联觉——启发弹唱编创思维 
启发学生的联觉感受，使视觉化、情境化与音乐化相结合，“小雪”对应全分解伴奏音型，“中雪”

对应半分解伴奏音型，“大雪”对应柱式伴奏音型。 
训练方法为，学生描述小雪、中雪、大雪等情景，搜集“雪”的不同情境或相关故事，并选择出与

情境(故事)相匹配的伴奏音型。这种视觉与听觉相互作用的训练方式使学生编配的音型更具多变性、丰富

性与创造性。 

4.4.3. 四个步骤——提升音乐教学能力 
弹唱与音乐教学法相结合、模拟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通过设计教学、模拟教学、研讨教学和实

践教学四个步骤提升学生的音乐教学能力。 
训练方法为，学生熟练弹唱歌曲后，要求两位学生共同完成音乐教学设计与课堂模拟教学，带领学

生深入幼儿园与资深幼儿教师研讨音乐活动设计并进行现场教学。 

5. 结语 

岗课赛证是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在教学改革中做到依岗定曲、“指南”引领并结合幼儿教师

资格证取证标准和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大赛标准，融入思政教育、职业教育与美育教育，树立文化自信和

职业自信，引导学生依据幼儿年龄与学情特点，合理组织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实现幼儿在音乐活动时

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教育目标，最终提升学生的岗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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