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3 

乘上音乐的翅膀快乐飞翔 

——图谱教学在幼儿园大班歌唱活动中的实践研究 
陈怡昕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中心幼儿园 
DOI:10.32629/jief.v2i4.1318 
 

[摘  要] 歌唱活动是幼儿园音乐活动中感受、体验审美情感的直接手段。幼儿由于受到年龄、生活经验等方面的限制，缺乏各种必要的感性

经验，他们的思维发展也尚处在直觉形象阶段，这些局限使得他们不可能用成人的思维去理解或再加工那些复杂的音乐材料。利用图谱能将

复杂的音乐材料简单化、具象化，在歌唱活动中将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因此作为幼儿园老师，要正视图谱在歌唱活动中的有效作用，并能

合理运用，让其在活动中充分发挥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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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现状 

唱歌教学是幼儿园艺术教育中重要的教学活动内容，而歌唱是幼儿

感受和体验情感最直接的手段，幼儿学习歌唱技能，投入到音乐中，不

仅能培养他们的乐感和美感，还能帮助幼儿发展音乐感受力、变现力和

创造力。但传统的幼儿园唱歌教学方法单一，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图谱设计与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作为歌唱教学中的常用策略之一，图谱被

广泛使用。但在实践中，往往偏重讨论的是图谱对于音乐曲式结构的表

现，而疏于研究图谱对音乐情绪、音乐形象的准确表达。另外，图谱的

设计只是图谱策略运用的第一步，在设计了合理的图谱之后，还需教师

合理运用图谱，让幼儿充分地借助图谱来达到对音乐的丰富理解和感受。

图谱只是一个“物”，怎样“物尽其用“，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关键。我

认为当前图谱的设计和运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 图谱设计对音乐节奏、时长等的表现不够准确细致，与音乐本

身不够匹配，影响了幼儿对音乐的感受。 

1.2 图谱的设计，仅仅表现了音乐的曲式结构，对于音乐形象和情

绪，没有做到准确表达。 

1.3 图谱出示或退出的时机不适当，对幼儿感受音乐做到干扰。 

2 实施措施 

2.1 遵循原则，发挥作用 

2.1.1 紧扣教学目标设计图谱 

在歌唱教学中运用图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因此在设计图

谱时就要紧扣教学目标，以取得较好地教学效果。如大班歌曲《买菜》

的目标是：第一，学习歌曲，了解歌曲结构。第二，借助图谱的进退，

完整记忆歌词。第三，尝试按照歌曲结构仿编歌词。我们的图谱根据歌

词的内容和结构完整地呈现给幼儿，既可以帮助幼儿学习歌曲，记忆歌

词，掌握歌曲结构，又有助于幼儿按照歌曲的结构仿编歌词。 

2.1.2 根据歌词教学的重难点设计图谱 

图谱应当为解决教学的重难点服务。因此，在设计图谱前，教师要

具体地分析活动，找到活动的重难点，并有针对性地设计图谱。如在大

班歌唱活动”五只小青蛙”中，“发现类比性歌词中的不同之处，准确演

唱歌词（前四段歌词鸿均为“一只小青蛙”）”是教学的难点，我们就在

图谱的设计中，将最后一只跳进池塘里的小青蛙（自右向左）加上蝴蝶

结，突显出它和其他小青蛙的不同，引导幼儿关注此处歌词的不同，从

而解决歌唱中的难点。 

2.1.3 根据幼儿理解水平设计图谱 

有关研究认为，外在中介物必须在适当的时间节点提供，才能引起

行为的发生。在歌唱教学中，图谱作为中介物使用，教师应当关注幼儿

的理解水平，图谱的设计和运用应当均应有利于幼儿的学习和表达。图

谱并不是图画，应当力求以最直观、最简单的方式表征歌词中事物最主

要的特点或内容，因而具有直观性与简约性的特点。在大班的图谱设计

中，图谱更为抽象，简约的图谱设计应对幼儿更好地理解水平。 

2.1.4 图谱的视觉符号体系要与歌曲的音乐符号体系相匹配 

歌曲有其独特的表现要素，如节奏、节拍、速度、音区、乐曲结构

等，图谱作为实现具体感知和抽象符号之间联系的中介物，应当向幼儿

准确地展现歌曲的相关信息，利用视觉通道，结合静止的画面向幼儿阐

释流动的音乐内容。如大班歌曲《火车开了》的歌词是：“轰隆轰隆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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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火车开了。轰隆轰隆火车开得多么好。火车司机，开着火车，轰

隆轰隆轰隆轰隆，火车快跑。”我们根据歌词绘制了图谱。 

2.1.5 图谱的呈现方式应当适合于歌曲表达的音乐形象及情绪情感 

2.1.5.1 活泼欢快，对仗较为工整的歌曲，我们常以结构化成列方

式加以呈现，帮助幼儿获得对于音乐结构的直观感受和理解。如大班歌

曲《火车开了》、《家》都是以为较为工整的图标排列形式呈现的图谱。 

2.1.5.2 情绪较强的歌曲，则可以考虑用背景和图标的结合，表现

歌曲的意境，如大班歌曲《迷路的小花鸭》，表现的是小花鸭在池塘边迷

路的情景，在图谱的呈现方式上，我们选择了具有一定情境性的池塘、

柳树、小花鸭、小朋友，鸭妈妈相结合的方式，让幼儿能感受到歌曲中

小朋友送迷路的小花鸭回家的这种友好的情感。 

2.2 运用方法，注意事项 

2.2.1 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 

幼儿的学习需要支架，正如小年龄的孩子需要依赖动作，具体想象

地帮助来理解事物，然后逐渐过渡到运用表象来理解事物一样，图谱作

为中介在幼儿学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大部分中介物只是暂时被需

要，在实质功效产生后便不应该在继续使用。所以，进退时机的把握是

教师运用图谱应当考虑的问题。图谱尽量在幼儿对歌曲获得首次完整感

知之后再出现。幼儿歌曲教学通常都有教师范唱的环节，这个环节教师

往往不需要伴奏，只用清唱的方式，以求让幼儿对歌词、旋律和节奏获

得清晰、物干扰的表象。图谱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也应避免在幼儿首

次倾听歌曲时出现，以免分散幼儿的注意，降低他们本身对歌曲的感受

程度。图谱在幼儿对歌曲产生初步印象后借助幼儿的记忆逐步出示，帮

助幼儿梳理歌词的线索。 

2.2.2 教师指图时应注意细节，提高图谱使用的效率 

图谱的操作常为教师，教师在运用图谱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会影响

幼儿观察图谱并建立其与歌曲的联系。在操作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细节

有：图谱是帮助幼儿建立视觉与听觉联系的中介物，教师的站位，不能

影响幼儿幼儿对图谱的观察，一般情况下，教师宜站在图谱的侧面，必

要时使用教鞭进行指图，以免遮挡图谱。教师指图时，手势要干净利落，

符合歌曲节奏，不宜随意晃动，以帮助幼儿明确歌曲与图谱之间的对应

关系。教师指图时，仍应用眼神与幼儿进行交流，对幼儿起到提示和引

导的作用。教师在进行活动之前，应充分熟悉图谱的摆放和指图手势，

这样在实际教学总不至于手忙脚乱。 

2.2.3 仿编歌词、鼓励运用 

音乐是抽象的，幼儿的思维是形象的，图谱就是在抽象和形象之中

架起的一座桥梁。 

在幼儿园的歌唱活动中，常常会有让幼儿自己创编或仿编歌词的内

容，，在这一环节，运动图谱就可以帮助幼儿记录自己的创编内容，既便

于幼儿记忆，又能让幼儿从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如大班歌唱活动《捏

面人》中，幼儿根据原歌曲中“捏一个唐僧骑白马，捏一个猪八戒吃西

瓜”的句式，创编了“捏一个喜羊羊在跑步，捏一个美羊羊在游泳，捏

一个懒羊羊在射箭”等歌词，教师将他们的想法及时用图标进行记录，

让幼儿感受到成功的快乐。 

3 后续思考 

3.1 研究对教学的启示 

图谱对歌唱教学提供了支持，教师在充分熟悉教材和幼儿的基础上，

设计出适合教学目标和重难点的图谱，能够帮助幼儿更加准确地解读和

学习歌曲。教师在图谱运用的过程中，通过活动前对图谱的熟悉和运用，

方法练习，能够有效地提高图谱使用的效率，消除教学中不必要的干扰

和障碍。 

3.2 研究的局限性及研究展望 

我在近一年的研究中，对幼儿园大班歌唱教学中的图谱设计与研究

的问题问题做了一些探索和研究，也总结了一些规律和注意事项。但是，

由于研究的时间比较短，通过实例总结出的经验，在全面性和完整性方

面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今后的教学中，我继续关注图谱在幼儿园大班

歌唱教学中的作用，让图谱这一中介能够更好地为幼儿理解歌曲、感受

歌曲、表现歌曲服务。同时，我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组内进行推广，

通过更多老师的教学实践，让图谱在幼儿园各年龄段的唱歌教学中发挥

作用。 

歌曲是无形的，图谱是有形的。歌曲是有声的，图谱是无声的。图

谱用自己的视觉语言，无声地歌唱。这一无声的歌者，在教学中为我们

提供有形的帮助，让我们理解它，珍惜它、善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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