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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声乐是实践性非常强的艺术活动，学前声乐教学就要为学生创造多样的歌唱实践平台，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歌唱实践机会，民歌是我

国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艺术结晶，与声乐教学的结合必能催生不一样的教学效果。本文在分析当前学前声乐教学中开发民歌资源意义的基础

上，重点探讨了民歌教学实践丰富学前声乐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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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歌是在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演绎和传承的民间歌曲，是一种继承

古老文明又体现时代新篇章的歌唱艺术，是文学和音乐艺术完美融合的

结晶。民歌既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国家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在提倡文化返璞归真的今天，学前声乐教学应该重视对民歌资

源库的发掘，让学生与民歌亲密接触，拥抱传统艺术，走进“传统”的

艺术殿堂，获得情感的增值，情操的升华，从而为学前音乐教育注入更

多的色彩。 

1 民歌推动学前声乐教学变革的意义 

在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了极大地

满足，但是当今时代近似舍本逐末的文化生活供给使得本应成为文化之

根的传统文化地位日益边缘化，因此，弘扬传统文化，扶正传统文化之

地位，是国家乃至每一个教师的责任
[1]
。民歌作为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艺术集大成者，应该得到时代的呼应，进入到孩子的启蒙教育中。学

前教育是我国启蒙教育阶段，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文化和知识启蒙的重任，

因此民歌文化的渗透更应该从学前教育阶段抓起。同时，民歌并不是单

纯的音乐艺术，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学艺术，承载者深厚的文化内涵，

让民歌住进学生的心灵，则能带领他们在悠久深远的历史文化世界遨游，

更有利于他们产生民族和时代认同感。 

民歌如果能够在学前声乐教学中扎下根基，不仅有利于幼师音乐素

养和文化修养的双增长，也有利于未来传统文化随着祖国的花骨朵一起

绽放，释放传统的魅力，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2 民歌在学前声乐教学中的应用思路 

2.1 资源为根，丰富声乐教学活动 

在学前声乐教学中谱写民歌教育新篇章，必须首先解决好资源问题。

长期以来，民歌与学前声乐教育几乎处于绝缘状态，声乐教材中既缺乏

民歌相关的内容，教师也不具备扎实的民歌教学技能和技巧
[2]
。内容的

缺乏，让学生无法与民歌的音乐内涵与文化内容进行亲密接触，直接影

响了对民歌的学习效果。师资的不足，使得民歌的声乐传承失去有效载

体，艺术和文化的传承效果会大打折扣。 

基于此，一方面，学校应积极从校外吸收营养，与区域内的一些民

族学校或者民间音乐机构加强民族音乐的研究和合作，实现资源的双向

流动和效益 大化，让教师创造更多的学习民族音乐和民歌的机会。一

方面，与时俱进，学校引导教师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空间，让教师到

丰富的网络资源中寻找宝藏，为民歌教学创造出更多的优秀资源。 

2.2 表演为源，增强声乐教学表现力 

声乐的艺术表现力主要体现在演唱技巧和形体表演等层面，对于学

生来说，由于实际水平和理解能力的限制，学习演唱技巧难度太大，如

果强行教学，反而容易让学生对声乐学习产生抵触心理，而形体表演则

正好契合学生爱动爱表现的天性，既有利于释放他们的天性，也有利于

他们全身性地投入到声乐学习中
[3]
。声乐是一门具有丰富表演元素的艺

术，既需要人们用耳朵去聆听，用心灵去感受，也需要人们用眼睛来观

赏，很多民族歌曲用歌唱艺术演绎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具有很

强的艺术画面感，对于形体表演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基于此，学前声乐教学中，以民歌作为训练形体表演能力的重要途

径，具有现实可行性。如《采茶歌》、《茉莉花》等这些经典民歌，都有

着特定的创作背景，表现了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某一个现实场景，是提

升形体表演能力的优秀教学素材。 

2.3 创新为章，提升声乐教学水平 

乘着信息技术的东风，现代教学技术不断丰富和发展，也为声乐教

学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注入了更多的精彩元素。民歌具有丰富的艺术

张力，传统教学手段不利于这种艺术张力的呈现，而结合多媒体等表现

力更加丰富的教学技术，无疑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民歌对声乐教学的提

升作用。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多媒体教学是对学前声乐课堂的有力补充，

基于此，学校可以建设声乐教学的网络平台，实现各类课程资源如教案、

视频、歌曲背景介绍等资料的电子化，供教师和学生随时开展交流和自

学。这样，通过教学手段的丰富，民歌在学前声乐教学中能够扮演更加

重要的角色，从而更充分发挥其教学价值。 

3 结语 

民歌是我国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具有独特的艺术气息和魅力，民

歌作为学前声乐教学实践的有效补充，以民歌教学推动学前声乐教学转

变理念和思路，是优化声乐教学的重要方向。作为一个具有时代价值的

教学方向，民歌在学前声乐教学中必将释放更加璀璨的艺术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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