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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PREFACE

学前教育是人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2021 年 12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指出：“深化学前

教育专业改革，完善培养方案，强化学前儿童发展和教育专业基础，注重培养学生观察了解儿童、

支持儿童发展的实践能力。在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增加特殊教育专业课程，提高师范生的融合

教育能力。”

幼儿歌曲弹唱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2012 年 10 月教育部颁布的《3 — 6 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 》的“表现与创造”的“目标 1”中指出，幼儿喜欢进行艺术活动并大胆表现，音乐方面

的具体内容是幼儿“经常自哼自唱或模仿有趣的动作、表情和声调”“经常唱唱跳跳，愿意参加歌

唱、律动、舞蹈、表演等活动”。因此，幼儿教师必须具有幼儿歌曲弹唱能力，才能适应幼儿教育

的需要，幼儿歌曲弹唱是学前教育专业课程必须设置的课程。

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标准（试行）》的“职业素养”中要求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专业知识和技能”中要求学生掌握歌曲演唱的基本

知识与技能，能够指导幼儿学唱和表演，排练合唱，具有边弹边唱幼儿歌曲的能力；掌握键盘乐

器演奏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能正确演奏不同内容、风格的简单器乐作品，具有为幼儿歌曲编

配简单伴奏的能力。

幼儿歌曲弹唱技能对幼儿教师音乐综合素养的提升具有推动作用。随着学前教育专业的不断

发展，对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教学体系将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教材是编者在总结长期的课程研究

成果与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本教材共分三个项目，主要介绍了伴奏的基础知识与键盘

和声练习、简易调式伴奏键盘练习、伴奏编配技巧等内容。本教材各项目的的内容和学时分配建

议如下表所示：

内        容 学        时

项目一　伴奏的基础知识与键盘和声练习

单元一　幼儿歌曲伴奏概述 1

单元二　大调式正三和弦的应用 2

单元三　大调式副三和弦的应用 2

单元四　常用节奏型伴奏的方法 10

单元五　小调式正三和弦的应用 2

单元六　小调式副三和弦的应用 2

单元七　大小调式中属七和弦的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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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学        时

项目二　简易调式伴奏键盘练习

单元一   G大调与e小调正、副三和弦的运用 4

单元二　F大调与d小调正、副三和弦的运用 4

单元三　D大调与b小调正、副三和弦的运用 4

单元四　wB大调与g小调正、副三和弦的运用 4

项目三　伴奏编配技巧

单元一　不同风格歌曲的伴奏方法 16

单元二　歌曲前奏、间奏及尾声的创作 6

单元三　歌曲长音、休止符、终止乐句的处理 10

幼儿园见习 4

总　计 72学时/学年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内容简明扼要，编排科学新颖

本教材结合职业院校学生的能力，将音乐理论与和声基础进行合理的简化和整合，内容简明

扼要。以项目教学、儿童音乐活动编排内容，体现“教、学、用”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教学内

容与学生活动环环相扣，课程安排由简到繁、梯度有序。

2.注重课程思政教学，歌曲内容选编广泛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从幼儿教育抓起。本教材选编幼儿园常见儿歌近百

首，其中有《儿童团放哨歌》《只怕不抵抗》《爷爷为我打月饼》《共产儿童团歌》《听妈妈讲那过

去的事情》等革命历史儿歌，编者还创作了《牢记核心价值观》《和谐敬业七字谣》《五星红旗高

飘扬》《赞风气》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幼儿歌曲。

3.科学制定理实一体教学内容，信息化资源丰富

本教材注重理实一体教学，本教材的教学谱例与实操谱例均使用五线谱记谱法，每首幼儿歌

曲的伴奏标注了和弦行进功能及伴奏的实际弹奏方法。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进行比对性设计提升练

习，也可以让学生进行五线谱与简谱互译练习，以提升学生的识谱能力。本教材积极融合“互联

网 +”理念，引入“二维码微课”内容，将传统教学与信息化教学完美结合，使内容的呈现形式与

时俱进。

本教材由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主任董策任主编。具体编写分工如下：董策负责编写

项目一的单元四、单元七，项目二的单元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四，以及项目三的单元一、

单元二、单元三；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教师张靖编写项目一的单元五、单元六；盘锦职

业技术学院音乐教师迟佳编写项目一的单元一、单元二；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研究生董一宽编写

项目一的单元三。

特别感谢阜新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系宋丽冰主任、张靖主任对本教材编写工作的支持和指

导。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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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的基础知识
与键盘和声练习

项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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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一　幼儿歌曲伴奏概述

学习目标

 了解幼儿歌曲伴奏的发展；

 熟知幼儿歌曲的特点和体裁类型；

 了解幼儿歌曲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掌握幼儿歌曲演唱的培养目标。

重点难点

 熟知幼儿歌曲的结构特点；

 掌握幼儿歌曲演唱的培养目标。

活动一  幼儿歌曲伴奏发展概述

一、中国古代的伴奏雏形

歌唱大概是人类最自然、最古老的一种音乐表现方法。许多乐器在其诞生之初就是歌唱的伴

奏工具。中国历史上就有“击筑而歌”“击缶而歌”的典故。“筑”是我国古代一种形状似筝的、

用尺敲击的弦乐器。“缶”是战国时期人们用于演唱伴奏时敲打的瓦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人们

的演唱活动中就已经有演唱与伴奏的明确分工。图 1-1 为北京奥运会的击缶而歌场面。

图1-1　北京奥运会的击缶而歌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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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赠汪论》中写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其中的“踏

歌”就是指民间一边走、一遍用脚打拍子的歌唱形式，这种“踏歌”也是唐宋时期最普及的伴奏

方式。

二、西方音乐中演唱伴奏的发展

西方音乐中演唱伴奏的发展更充分，也较完整。在中世纪的世俗音乐和许多民歌中，用乐器

为歌唱伴奏就有多种方法，如对曲调做同度或八度重复伴奏、使用不同节奏型伴奏、将旋律略作

变化从而产生支声伴奏、以持续的低音伴奏等方法。16 世纪，人们演唱歌曲时常用琉特琴弹奏和

弦或复调进行伴奏。17 世纪，出现了数字低音的伴奏方式。18 世纪，数字低音的伴奏方式在音乐

表演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以至于延续到 19 世纪浪漫派作曲家及现代作曲家的独唱、独奏和

协奏曲等作品中，并且变得更为精致、复杂和富有表现力。

三、中国近代音乐中演唱伴奏的发展

中国近代歌曲的发展是随着 19 世纪末清朝末期“学堂乐歌”这种音乐教育形式发展起来的。

这些歌曲多以简谱记谱，其曲调来自日本及欧洲、美国，由中国人以中文重新填词。简单来说，

就是运用外国的曲子，填上中国的词（选曲填词）。沈心工1（见图1-2）、李叔同 2（见图1-3）、曾

志忞等音乐教育家创作了《体操—兵歌》《送别》《春游》等儿童歌曲，从而开创了儿童歌曲的先

河，儿童歌曲伴奏也随之得到发展。

图1-2　沈心工 图1-2　李叔同

活动二  幼儿歌曲的特点和体裁类型

一、幼儿歌曲的特点

幼儿歌曲是由幼儿演唱，并主要唱给幼儿听的歌曲，是以幼儿生活为题材、反映幼儿的思想

感情、体现幼儿心理与审美特点的歌曲。幼儿年龄小，思想单纯，身体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活

泼好动，因此，幼儿歌曲一般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篇幅短小，结构简单

幼儿歌曲的篇幅要短小，结构要简单，一般由四句、六句、八句构成，偶有较长乐句。例如：

1　沈心工（1870—1947），学堂乐歌代表人物之一，中国音乐教育家，上海人。
2　李叔同（1880—1942），我国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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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好

英国儿歌

 

2.内容浅显，容易理解

幼儿歌曲的内容要简单明了，易理解。其内容或单纯地叙述一件事情，或简单地描述一个人

物或动物。例如：

让　　座
刘明将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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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节奏明快，歌词活泼

幼儿歌曲的传播大多与儿童游戏相融合在一起，因此幼儿歌曲的节奏要明快、活泼，歌词要

合辙押韵。例如：

开　火　车
柯岩词
方叶曲

二、幼儿歌曲的体裁类型

幼儿歌曲几乎涵盖了常见的各种歌曲体裁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1.进行曲类

进行曲类幼儿歌曲具有朝气蓬勃的进行性音乐形象特征，如《早操歌》《玩具进行曲》等。

2.欢快、活泼类

欢快、活泼类幼儿歌曲具有轻快活泼的歌舞性音乐形象特征，如《小鸟、小鸟》《小红帽》

《春天在哪里》等。

3.抒情类

抒情类幼儿歌曲具有优美清纯、富于情感表达的抒情性音乐风格特征，如《让我们荡起双

桨》《彩虹的约定》《小白船》《摇篮曲》等。

4.舞蹈风格类

舞蹈歌曲是为了配合舞蹈的动作与节奏而谱写的歌曲。舞蹈风格类幼儿歌曲具有节奏分明、

结构方整、动作性强的特点，如《蝴蝶花》《种太阳》《劳动最光荣》《小卓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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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三  幼儿歌曲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幼儿歌曲歌词简练、节奏简短、韵律优美、节奏分明、易懂易记，演唱起来朗朗上口，深受幼

儿喜爱。幼儿多听、多唱幼儿歌曲，有利于其多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幼儿情感交流

幼儿唱幼儿歌曲时，歌曲优美的旋律、和谐的节奏、真挚的情感，可以给幼儿以美的享受和

情感熏陶。幼儿听唱幼儿歌曲，既可以联络与周围人的感情，也可以使情感得到抒发，从而调节情

绪，使身心得到愉悦。幼儿听幼儿歌曲，会从和谐、优美的声音中感受到亲人的爱，从而产生情感

效应，使心里得到慰藉和满足；幼儿唱幼儿歌曲，则是其感情的外泄过程，幼儿能从中体验或模仿

成人的劳作和生活，验证自己的经验和记忆。

二、有利于启迪幼儿心智

很多幼儿歌曲以某方面的知识为题材，其内容可以形象、有趣的帮助幼儿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生

活，从而开发他们的智力，引发他们思考和想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幼儿歌曲是引导幼儿认

识世界、认识自己和步入人生的第一个领路人、启蒙者。

三、有利于幼儿训练语言

幼儿歌曲通俗易懂，有节奏感，便于幼儿演唱，可帮助幼儿矫正发音，正确把握概念，初步认

识事物，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发展思维，提高认识能力。

  

活动四  幼儿歌曲演唱的培养目标

成人要给幼儿选择适合其年龄特征的作品，幼儿具有驾驭歌曲的音域、节奏型、情绪和速度

等的能力。成人不要过于追求让幼儿学习音域高、篇幅长的作品。幼儿歌曲演唱的培养目标要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幼儿的情感表达

歌曲的情感有欢快热烈的、优美抒情的、坚定有力的、充满自豪的等。只要是情感积极、健

康向上的歌曲，幼儿都喜欢。幼儿歌曲是幼儿最忠实的朋友，很好地表达了幼儿的情感，如《我

的好妈妈》表达了孩子对妈妈的无限深情。

二、注重幼儿的情趣培养

幼儿的情趣包括在特定的心理素质条件下，幼儿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表达等所显示

出来的特点，如爱幻想、好奇、幼稚、天真等。情趣是情感与趣味的有机结合，情是内在核心，

趣味是外在形式，以趣表情。例如，《种太阳》这首歌曲情绪欢快、活泼，充满了童趣，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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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幼儿情趣的培养。

三、注重歌曲对幼儿教育的意义

幼儿歌曲是人一生中最早的音乐教育材料。在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可以通过让幼儿学唱幼儿

歌曲来发展幼儿多方面的能力，塑造幼儿健康、活泼的个性，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地发展。幼儿

学唱歌曲，可对幼儿的思想、品德、行为进行教育，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手段。例如，让幼儿学唱

《国旗国旗红红的哩》《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等歌曲，可以激发幼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

想感情。

演唱下面的幼儿歌曲，并分别说出这些歌曲的体裁及其对幼儿教育的意义。

1. 讲　卫　生
 佚名词
汪玲曲

 

活动五  幼儿歌曲演唱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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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　风　筝

胡敦骅曲
俞书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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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刺猬去理发

鲁兵词
董策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