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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保育专业《乐理与视唱》

课程标准

一、概述

《乐理与视唱》是幼儿保育专业技能课程具有较强的技能性与实用性，是

《琴法》、《声乐》、《舞蹈》的基础课程。

二、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本课程的任务是掌握幼儿教师所必备的视谱、音高、节奏、调式、乐谱分析、

旋律视唱等音乐知识与技能，为琴法、声乐、舞蹈等课程的学习及幼儿园教育活

动的组织与实施提供必要的理论与技能支持，全面提升综合音乐素养。

掌握音高、音程、节奏、节拍、音乐记号、调式等基本概念，能够准确地进

行歌谱分析。

了解引导幼儿感知音高、节奏、律动、音乐风格的基本方法与活动形式，能

够组织开展幼儿律动、欣赏类音乐活动。

2. 能力目标：

在音乐活动中，树立团队协作意识，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善于沟通交流。能

够比较流畅、有表情的视唱乐谱，正确表现作品的节奏韵律与风格情绪。能够应

用音乐理论知识，正确分析小型音乐作品的音高、节奏、节拍、调式及音乐风格，

为作品的演唱与演奏服务。系统地发展音乐听觉，初步形成音乐素材的赏析与选

择能力。能够应用节奏知识，对儿歌、幼儿歌曲进行简单的节奏改编，创编歌曲

的律动伴奏。掌握歌唱与身体律动及声势律动配合的方法，提高肢体协调能力，

发展大脑对身体律动的控制能力及平衡能力，培养多声部音乐思维。

3. 素质目标：

提高综合音乐素养，具备一定的音乐鉴赏力，陶冶音乐情操，培养音乐情感，

建立音乐审美情趣。在课程学习中，不断树立岗位技能学习意识，热爱幼儿教育

工作，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培养精益求精、乐于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

加强学生中国传统音乐和国外音乐的理解，使其具有爱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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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精神，激发学生对学前教育事业的热爱，具有爱岗敬业和服务社会的精神。

三、课程内容

（一）学习基础

1. 对音乐有一定审美能力，能够用简单的语言描述自己喜爱音乐的风格

2. 基础的单音音高模唱能力；

3. 二音组音高比较听辨能力；

4. 模仿演唱 1-2 小节旋律的能力；

5. 一定的文字阅读、理解、书写能力；

6. 能够比较流畅的演唱 1-2 首幼儿歌曲；

7. 能够听辨对比音乐的速度、强弱，能够用简单的语言描述音乐的情绪与

风格。

（二）核心内容

1. 音高、音程、节奏、节拍、音乐记号、调式等基本概念及相关音乐理论。

2. 两个升降号以内各调式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3. 中小型音乐作品的赏析。

4. 歌唱与身体律动、打击乐伴奏相配合的表演。

5. 幼儿律动、欣赏等音乐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与组织方法。

（三）课程单元划分及项目设计

单元划分以“节奏”、“调式”为基本依据，按照行动逻辑进行内容序化，遵

循学生学习规律，按照知识的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常规到特殊的递进关系进

行学习项目设计。有助于学生自我构建工作过程知识，学习梯度鲜明，具备操作

性，能促进学生长足发展。

课程以幼儿律动训练为载体，载体呈现包含式与递进式,能够承载本课程全

部学习目标。

课程打破专业艺术院校《基础乐理》与《视唱练耳》的学科界限，结合幼儿

园音乐领域的相关内容，将音乐理论融于音乐的听、唱、分析等技能训练中。在

教学模式上强调“行动导向与能力提升”，突出课程目标的明确性与课程实施过

程的梯度性，注重对学生迁移能力和工作过程性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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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的知识理论向动态的岗位技能、传统的授课教室向未来的工作场景的转变，

使课程本身与幼儿教师必备音乐素养多方位、多维度有效对接，促进本专业人才

培养规格的有效提升。

课程单元及项目设计一览表

序号
单元

名称

单元教学内容
课程

分配单元目标
项目设计

建议

1
音乐基

础理论

1.素质目标

（1）激发主动参与音乐活动的学习热情，

明确幼儿教师音乐素养基本要求，树立职

业发展学习意识。

（2）在音乐活动中，增强团队协作精神，

发展沟通交流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五线谱基础知识，认识常用谱

号，熟悉基本音级的唱名与音名。

（2）理解半音、全音基本概念，熟悉钢

琴键盘。

（3）熟记十四种自然音程的结构。

3.能力目标

（1）较为熟练的识别高低音谱表中各音

的音高位置，能够判断相邻音级的音高关

系，识别自然音程的名称。

（2）形成正确的视唱姿态，能够用科学

的发声方法，模唱钢琴音高，建立音高的

听辨与模仿能力。

（3）掌握正确划拍方法，理解速度与音

乐风格的关系。

1.认识音乐中的

文字

2.音高模唱与划

拍训练

3.学画一个八度

钢琴键盘图

4. 探索音高关系

—“音程”

10

2

基本节

奏组合

与 C自

然大调

旋律的

分析与

1.素质目标

（1）通过音乐要素的学习，增强音乐的

感知力，在歌唱中学会表现音乐的美，增

强音乐审美情趣。

（2）在音乐活动中，培养勇于探索、创

新的实践精神，养成精益求精的良好品

1.2/4 拍中基本节

奏组合训练

2.3/4 拍中的基本

节奏组合训练

3.C大调音乐旋律

的视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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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 质。

2.知识目标

（1）牢记二分音符、四分音符与八分音

符节奏的图形、拍值，掌握基本节奏读法

与念法。

（2）熟记 C自然大调音阶各音级唱名，

理解大调式结构特征。

3.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 2/4、3/4 拍中的四分音符、

四分休止符及八分音符节奏完成儿歌朗

读、节奏短句听写以及视唱、节奏创编等

技能活动

（2）能够准确演唱 C 自然大调音阶，掌

握柯达伊手势音级表示法，理解大调式音

乐作品的风格特征。

3

常规性

节奏与

a小调、

C 宫民

族调式

旋律的

分析与

视唱

1.素质目标

（1）在多声部律动配合中，增强团队协

作意识，通过合作，提高语言沟通表达能

力。

（2）体会节奏、调式与其他音乐要素相

结合对音乐情绪、风格产生的作用与意

义，拓展音乐视野，提高审美情趣，形成

多角度赏析音乐的能力。

（3）不断积累幼儿音乐游戏方法，认同

幼儿教师音乐素养在幼儿音乐教育活动

中的重要意义，坚定职业技能学习理念，

从而更加热爱幼儿教育事业。

2.知识目标

（1）记忆十六分音符的图形与时值，掌

握三种常规性节奏的图形与拍值 。

（2）了解小调式结构特征，熟记 a 自然、

和声、旋律小调基本概念。

（3）了解 C 宫民族五声调式结构特征，

熟记 C 宫系统五种调式音阶。

1.2/4 拍中常规性

节奏组合训练

2.3/4 拍中常规性

节奏组合训练

3. a 小调旋律的

视唱

4. C 宫系统民族调

式旋律的视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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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常规性节奏的唱法与节奏

韵律特征，理解节奏在作品中的音乐表现

意义。

（2）正确书写、演唱 a 小调三种音阶，

能够分析与视唱 a 小调音乐旋律，能够区

分大、小调音乐作品风格的异同。

（3）正确书写、演唱 C 宫民族五声调式

音阶，分析与视唱该调式音乐旋律，感受

民族音乐风格特征。

4

附点节

奏与一

个升号

调旋律

的分析

与视唱

1.素质目标

（1）不断丰富音乐的宏观、微观分析方

法，充分发展音乐想象力，能够运用语言

比较完整的描述音乐作品的意境，形成独

特的音乐审美能力。

（2）充分了解幼儿音乐游戏特点，明确

设计理念，培养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实

践精神，逐步树立为幼儿终身发展服务的

教育意识。

2.知识目标

（1）记忆大附点、小附点节奏的图形与

拍值。

（2）熟记一个升号调各调式音阶结构与

调式特征。

3.能力目标

（1）掌握大附点、小附点节奏韵律与音

响特征，能够听辨、记写创作节奏短句及

完成律动活动。

（2）能够分析与视唱一个升号调各调式

的音乐旋律，感知作品音乐风格。

1.大附点节奏的

训练

2.小附点节奏的

训练

3.G 大调与 G 宫系

统民族调式旋律

的视唱

4.e 小调旋律的视

唱

18

5

切分节

奏与一

个降号

调旋律

1.素质目标

（1）在音乐赏析过程中，充分发展音乐

想象力与创造力，全面促进音乐审美情趣

的快速发展。

1.大切分节奏的

训练

2.小切分节奏的

训练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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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

与视唱

（2）在幼儿音乐活动设计中，以幼儿能

力发展水平与目标为依据，强化职业规范

意识。

2.知识目标

（1）记忆大切分、小切分节奏的图形与

拍值。

（2）熟记一个降号调各调式音阶结构与

调式特征。

3.能力目标

（1）掌握大切分、小切分节奏韵律与音

响特征，能够听辨、记写创作节奏短句及

完成律动活动。

（2）能够分析与视唱一个降号调各调式

的音乐旋律，感知作品音乐风格。

3.F 大调与 F 宫系

统民族调式旋律

的视唱

4.d 小调旋律的视

唱

6

三连音

节奏与

两升两

降各调

式旋律

的分析

与视唱

1.素质目标

（1）具备幼儿教师所必备的音乐素养，

运用准确的语言描述音乐风格与意境，能

够运用多种方式发现音乐的美、表现音乐

的美。

（2）积极发展幼儿音乐活动的设计能力，

能将幼儿教育理念与活动目标紧密联系，

提升幼儿教师的教育素养。

2.知识目标

（1）记忆三连音节奏的图形、拍值及读

法，了解音符时值特殊划分的含义；

（2）了解 3/8 拍音值组合规律，掌握节

拍韵律特征；

（3）熟记两升两降各调式的音阶结构与

音乐特征

3.能力目标

（1）掌握三连音节奏韵律与音响特征，

能够听辨、记写创作节奏短句及完成律动

活动，在赏析演唱中感受音乐表现意义；

（2）分析与视唱 3/8 拍音乐旋律，能够

1.三连音节奏的

训练

2.3/8 拍旋律的视

唱

3.D 大调与 D 宫系

统民族调式旋律

的视唱

4.b 小调旋律的视

唱

5.bB 大调与 bB 宫

系统民族调式旋

律的视唱

6.g 小调旋律的视

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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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演唱较好的表现节拍韵律特征；

（3）能够分析与视唱两升两降各调式的

音乐旋律，感知作品音乐风格

（四）学习单元及项目实施

在单元实施过程中，根据课程目标、课程单元设计，选择好学习载体，即幼

儿音乐律动活动，做好教学设计。根据载体的选择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由常规到特殊安排学习任务。教学过程中，应注意与幼儿音乐教

育活动组织工作的实际能力需求，并能积极调动学习的积极性，提升教学质量。

学习单元教学设计建议如下：

学习单元教学设计 编号 01

课程名称 《乐理与视唱》 总课时 90

学习单元

名称
音乐基础理论

学习单元

课时
8课时

单元目标

1.素质目标

（1）激发主动参与音乐活动的学习热情，明确幼儿教师音乐素养基本要求，

树立职业发展学习意识。

（2）在音乐活动中，增强团队协作精神，发展沟通交流能力。

2.知识目标

（1）掌握五线谱基础知识，认识常用谱号，熟悉基本音级的唱名与音名。

（2）理解半音、全音基本概念，熟悉钢琴键盘。

（3）熟记十四种自然音程的结构。

3.能力目标

（1）较为熟练的识别高低音谱表中各音的音高位置，能够判断相邻音级的音

高关系，识别自然音程的名称。

（2）形成正确的视唱姿态，能够用科学的发声方法，模唱钢琴音高，建立音

高的听辨与模仿能力。

（3）掌握正确划拍方法，理解速度与音乐风格的关系。

工作任务
为完成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掌握五线谱基础知识、半音与全音以及

音程相关概念的应用

单元内容

1.五线谱基础知识与音的基本概念

2.音高模唱训练与划拍训练

3.一个八度钢琴键盘及半音与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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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程的概念与应用

成果形式

1.高音谱表与低音谱表的音高识别

2.准确模唱钢琴小字一组各音音高

3.默写一个八度钢琴键盘图

4.识别十四种自然音程的名称

5.听辨音程协和性

教学环境：

班级教室：配备钢琴一架、多

媒体设备，在局域网和互联网

之下支持 office 办公软件、

打谱软件和视频音频播放软

件。。

教学材料

音乐网络资源

《视唱练耳》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

参考书籍

图片资料

工具准备 钢琴、多媒体设备

学习任务

教学方法和建议

任务名称 任务载体

1.音乐文字的认知
动画视频《音符宝宝去旅行》

儿歌《小猫做客》

任务驱动法
2.相邻音级的音高

关系探究
一个八度钢琴键盘图默写

3.音程概念的认知
自然、和声音程书写与朗读

自然音程名称判断

学习单元教学设计 编号 02

课程名称 《乐理与视唱》 总课时 90

学习单元

名称
基本节奏组合与 C 自然大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学习单元

课时
10 课时

单元目标

1.素质目标

（1）通过音乐要素的学习，增强音乐的感知力，在歌唱中学会表现音乐的美，

增强音乐审美情趣。

（2）在音乐活动中，培养勇于探索、创新的实践精神，养成精益求精的良好

品质。

2.知识目标

（1）牢记二分音符、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节奏的图形、拍值，掌握基本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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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法与念法。

（2）熟记 C自然大调音阶各音级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征。

3.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 2/4、3/4 拍中的四分音符、四分休止符及八分音符节奏完成儿

歌朗读、节奏短句听写以及视唱、节奏创编等技能活动

（2）能够准确演唱 C自然大调音阶，掌握柯达伊手势音级表示法，理解大调

式音乐作品的风格特征。

工作任务

为完成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掌握以下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基本节奏的应用

2.C自然大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单元内容
1. 四二、四三拍中的基本节奏组合的形式

2. C自然大调基本概念

成果形式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听辨与记写

3.九宫格节奏创编

4.带有基本节奏 C 大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教学环境：

班级教室：配备钢琴一架、多媒

体设备，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之下

支持 office 办公软件、打谱软

件和视频音频播放软件。

教学材料

音乐网络资源

《视唱练耳》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

参考书籍

图片资料

工具准备 钢琴、多媒体设备

学习任务

教学方法和建议

任务名称 任务载体

1.基本节奏的应用

1.儿歌《小蜡笔》《小白兔》朗读

2.幼儿歌曲《粉刷匠》《上学歌》《小

燕子》《白杨树》《布谷布谷》《长耳

短耳》《秋天》《我爱我的幼儿园》

视唱

3. 打击乐伴奏编配与表演：《找朋

友》《小燕子》

任务驱动法

活动体验法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2.C大调旋律的分析

与视唱

1. 书写、背唱 C 自然大调音阶

2.歌曲分析视唱：《音阶歌》《雷锋

叔叔望着我们笑》《我的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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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元教学设计 编号 03

课程名称 《乐理与视唱》 总课时 90

学习单元名

称
常规性节奏与 a小调、C 宫民族调式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学习单元

课时
10 课时

单元目标

1.素质目标

（1）在多声部律动配合中，增强团队协作意识，通过合作，提高语言沟通表

达能力。

（2）体会节奏、调式与其他音乐要素相结合对音乐情绪、风格产生的作用与

意义，拓展音乐视野，提高审美情趣，形成多角度赏析音乐的能力。

（3）不断积累幼儿音乐游戏方法，认同幼儿教师音乐素养在幼儿音乐教育活

动中的重要意义，坚定职业技能学习理念，从而更加热爱幼儿教育事业。

2.知识目标

（1）记忆十六分音符的图形与时值，掌握三种常规性节奏的图形与拍值 。

（2）了解小调式结构特征，熟记 a 自然、和声、旋律小调基本概念。

（3）了解 C 宫民族五声调式结构特征，熟记 C 宫系统五种调式音阶。

3.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常规性节奏的唱法与节奏韵律特征，理解节奏在作品中的音乐

表现意义。

（2）正确书写、演唱 a 小调三种音阶，能够分析与视唱 a 小调音乐旋律，能

够区分大、小调音乐作品风格的异同。

（3）正确书写、演唱 C 宫民族五声调式音阶，分析与视唱该调式音乐旋律，

感受民族音乐风格特征。

工作任务

为完成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掌握以下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常规性节奏的应用

2.a小调的分析与视唱

3.C 宫民族五声调式的分析与视唱

单元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的常规性节奏组合的形式

2.a小调、C宫民族五声调式的基本概念

成果形式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听辨与记写

3.十六宫格节奏创编

4.幼儿歌曲与单声部旋律的视唱

教学环境：

班级教室：配备钢琴一架、

多媒体设备，在局域网和互

联网之下支持office办公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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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声部节奏律动、歌唱与律动伴奏配合的表演 件、打谱软件和视频音频播

放软件。

教学材料

音乐网络资源

《视唱练耳》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

参考书籍

图片资料

工具准备 钢琴、多媒体设备

学习任务

教学方法和建议

任务名称 任务载体

1.常规性节奏的应用

1.儿歌《我的小玩具》《小兔子乖乖》

朗读

2.歌曲《银色的世界多美妙》《娃哈哈》

《小白兔种树》视唱

任务驱动法

活动体验法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柯达伊音高训练法

体态律动训练法

2.a 小调旋律的分析

与视唱

1.音乐《山楂树》赏析

2.a 小调三种调式音阶背唱

3.俄罗斯 a小调歌曲视唱

4.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斯

特里特探戈

2. C 宫民族调式旋

律的分析与视唱

1. 音乐《花非花》赏析

2. C 宫五声民族调式音阶书写

与背唱

3.歌曲《牧歌》《走西口》《茉莉花》视

唱

4.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西藏民歌

学习单元教学设计 编号 04

课程名称 《乐理与视唱》 总课时 90

学习单元

名称
附点节奏与一个升号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学习单元

课时
18 课时

单元目标
1.素质目标

（1）不断丰富音乐的宏观、微观分析方法，充分发展音乐想象力，能够运用语

言比较完整的描述音乐作品的意境，形成独特的音乐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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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分了解幼儿音乐游戏特点，明确设计理念，培养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

实践精神，逐步树立为幼儿终身发展服务的教育意识。

2.知识目标

（1）记忆大附点、小附点节奏的图形与拍值。

（2）熟记一个升号调各调式音阶结构与调式特征。

3.能力目标

（1）掌握大附点、小附点节奏韵律与音响特征，能够听辨、记写创作节奏短句

及完成律动活动。

（2）能够分析与视唱一个升号调各调式的音乐旋律，感知作品音乐风格。

工作任务

为完成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掌握以下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附点节奏的应用

2.G自然大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3.e小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单元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的附点节奏组合的形式

2. G自然大调、e小调的基本概念

成果形式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听辨与记写

3.十六宫格节奏创编

4.幼儿歌曲与单声部旋律的视唱

5.二声部节奏律动、歌唱与律动伴奏配合的表演

教学环境：

班级教室：配备钢琴一架、多媒

体设备，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之下

支持 office 办公软件、打谱软

件和视频音频播放软件。教学材料

音乐网络资源

《视唱练耳》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

参考书籍

图片资料

工具准备 钢琴、多媒体设备

学习任务

教学方法和建议

任务名称 任务载体

1.大附点节奏的应用

1.音乐《月亮代表我的心》赏析

2.儿歌《小动物在歌唱》《我的小枕头》

朗读

3.十六宫格节奏图制作

4.带有大附点节奏旋律视唱

5.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燕子》《小

任务驱动法

活动体验法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柯达伊音高训练法

体态律动训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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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

2.小附点节奏的应用

1.儿歌《小飞机》《小闹钟》朗读

2.十六宫格节奏图制作

3.带有小附点节奏旋律视唱

3. G自然大调与 G

宫民族调式旋律的

分析与视唱

1.音乐《G大调弦乐小夜曲》赏析

2.G 自然大调音阶书写与背唱

3.G 宫五声民族调式音阶书写与背唱

4.歌曲《芦笛》《保护小羊》《蜻蜓》

视唱

4. e 小调旋律的分析

与视唱

1.音乐《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赏析

2.e 小调三种调式音阶书写与背唱

3.e 小调曲目《梦中的额吉》视唱

学习单元教学设计 编号 05

课程名称 《乐理与视唱》 总课时 90

学习单元

名称
切分节奏与一个降号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学习单元

课时
18 课时

单元目标

1.素质目标

（1）在音乐赏析过程中，充分发展音乐想象力与创造力，全面促进音乐审美

情趣的快速发展。

（2）在幼儿音乐活动设计中，以幼儿能力发展水平与目标为依据，强化职业

规范意识。

2.知识

（1）记忆大切分、小切分节奏的图形与拍值。

（2）熟记一个降号调各调式音阶结构与调式特征。

3.能力

（1）掌握大切分、小切分节奏韵律与音响特征，能够听辨、记写创作节奏短

句及完成律动活动。

（2）能够分析与视唱一个降号调各调式的音乐旋律，感知作品音乐风格。

工作任务

为完成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掌握以下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切分节奏的应用

2.F自然大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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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小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单元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的切分节奏组合的形式

2. F自然大调、d小调的基本概念

成果形式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听辨与记写

3.十六宫格节奏创编

4.幼儿歌曲与单声部旋律的视唱

5.二声部节奏律动、歌唱与律动伴奏配合

的表演

教学环境：

班级教室：配备钢琴一架、多媒体设

备，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之下支持

office 办公软件、打谱软件和视频

音频播放软件。

教学材料

音乐网络资源

《视唱练耳》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

参考书籍

图片资料

工具准备 钢琴、多媒体设备

学习任务

教学方法和建议

任务名称 任务载体

1.大切分节奏的应用

1.音乐《春节序曲》赏析

2.歌曲《天路》旋律模唱

3.儿歌《祖国的好娃娃》朗读

4.双手二声部律动配合练习

5.歌曲《对不起没关系》《学做

解放军》视唱
任务驱动法

活动体验法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柯达伊音高训练法

体态律动训练法
2.小切分节奏的应用

1.音乐《达阪城的姑娘》赏析

2.歌曲《荷塘月色》旋律模唱

3.儿歌《黄鹂鸟》朗读

4.运用 C 大调音阶添加节奏创

作旋律

5.歌曲《康定情歌》《快乐小巴

郎》《让我为你歌唱》视唱

3. F 自然大调与 F宫

民族五声调式旋律的

分析与视唱

1.音乐《彩云追月》赏析

2.F 自然大调音阶书写与背唱

3.F 宫民族五声调式音阶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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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背唱

4.C 大调歌曲《小鸭嘎嘎》移至

至 F 大调的书写与演唱练习

4.d 小调旋律的分析

与视唱

1.d 小调三种调式音阶书写与

背唱

2. a 小调歌曲《娃哈哈》移至

d小调的书写与演唱练习

3.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等 d 小调作品视唱。

学习单元教学设计 编号 06

课程名称 《乐理与视唱》 总课时 90

学习单元

名称
三连音节奏与两升两降各调式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学习单元

课时
18 课时

单元目标

1.素养

（1）具备幼儿教师所必备的音乐素养，运用准确的语言描述音乐风格与意境，

能够运用多种方式发现音乐的美、表现音乐的美。

（2）积极发展幼儿音乐活动的设计能力，能将幼儿教育理念与活动目标紧密

联系，提升幼儿教师的教育素养。

2.知识

（1）记忆三连音节奏的图形、拍值及读法，了解音符时值特殊划分的含义；

（2）了解 3/8 拍音值组合规律，掌握节拍韵律特征；

（3）熟记两升两降各调式的音阶结构与音乐特征

3.能力

（1）掌握三连音节奏韵律与音响特征，能够听辨、记写创作节奏短句及完成

律动活动，在赏析演唱中感受音乐表现意义；

（2）分析与视唱 3/8 拍音乐旋律，能够通过演唱较好的表现节拍韵律特征；

（3）能够分析与视唱两升两降各调式的音乐旋律，感知作品音乐风格

工作任务

完成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掌握以下内容：

1.四二、四三拍中三连音节奏的应用

2.D 自然大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3.b 小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4.bB 自然大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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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 小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单元内容

1. 四二、四三拍中三连音节奏组合形式

2. D 自然大调基本概念与音阶结构

3. b 小调基本概念与音阶结构

4. bB 自然大调基本概念与音阶结构

5. g 小调基本概念与音阶结构

6. 3/8 拍音值组合法与韵律特征

成果形式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听辨与记写

3.十六宫格节奏创编

4.幼儿歌曲与单声部旋律的视唱

5.二声部节奏律动、歌唱与律动伴奏配合的表演

教学环境：

班级教室：配备钢琴一

架、多媒体设备，在局域

网 和 互 联 网 之下 支 持

office 办公软件、打谱软

件和视频音频播放软件。

教学材料

音乐网络资源

《视唱练耳》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

参考书籍

图片资料

工具准备 钢琴、多媒体设备

学习任务

教学方法和建议

任务名称 任务载体

1.三连音节奏的应用

1.音乐舒伯特《小夜曲》赏析

2.歌曲《再回首》《义勇军进行曲》旋律模

唱

3.带有三连音节奏的双手二声部节奏训练

4.带有三连音节奏旋律及歌曲视唱 任务驱动法

活动体验法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柯达伊音高训练法

体态律动训练法

2.D 自然大调与 D宫

民族调式旋律的分

析与视唱

1.音乐《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赏析

2.D 自然大调音阶书写与背唱

3.D 宫民族五声调式音阶书写与背唱

4.D 自然大调、D 宫民族五声

调式旋律及歌曲视唱

3.b 小调旋律的分析

与视唱

1.歌唱与打击乐伴奏配合：西班牙女郎

2.b 小调音阶书写与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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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 a 小调歌曲《青春舞曲》

移至 b 小调的书写与视唱练习

4.b 小调旋律及歌曲视唱

4.3/8 拍旋律的分

析与视唱

1.音乐《希望》赏析

2.3/8 拍旋律及歌曲视唱

5.bB 自然大调与 bB

宫民族调式旋律的

分析与视唱

1.音乐《bB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Mozart）》赏析

2. bB 自然大调音阶书写与背唱

3. bB 宫民族五声调式音阶书写与背唱

4. bB 大调旋律及歌曲视唱

6.g 小调旋律的分析

与视唱

1.g 小调三种调式音阶书写与

背唱

2.g 小调旋律及歌曲视唱

（五）教学要求

按照以学生能力培养和提升为重点的课程理念，突出体现学生自主学习、自

主建构、不断反思的学习理念。课程以幼儿园音乐律动活动为载体，将知识、技

能和能力进行整合，通过创设幼儿教师在组织幼儿音乐活动中的真实情境，设计

类型丰富、形式新颖的音乐活动。使学生的音乐知识与技能与未来岗位能力的对

接。同时，课程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制定有针对性的考核内容、考核标准，通过学

习评价评估教学目标的达成，实现学生职业能力的提高为培养核心。

四、实施建议

（一）教材的选用

本课程选用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乐理视唱》教材。

1.教材体现了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将教学内容与生产生活

中的实

际应用相结合,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反映了当前幼儿保育专业岗位需求的方向。

2.教材符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认知特点、心理特征、阅读特点和技能形成

规律,适应不同教学模式的特点,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比较全面的支持。

3.教材体现了职业教育特色,既具有通用性,又体现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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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建议

1从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善于引导学生发现作品旋律创作的

艺术美，情感表达的意境美，歌词呈现的积极美。帮助学生进行领悟表达，形成

积极的学习状态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2.在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对未来幼儿教师职业的向往感和认同感，潜移默化中

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将来能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幼教事业中。

3.乐理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鼓励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

必要的学习和专业储备，以适应将来在幼儿园岗位的工作需要。

4.视唱教学中应灵活教学，采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专业水平。

（二）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乐理教室 、多媒体教室。

2.实训设备

钢琴 多媒体

五、教学评价

（一）评价原则

本课程评价坚持幼儿教师职业道德与专业知识能力评价并重原则，突出过程

性评价的重要作用。

1.评价主体突出多元化：

为将学生学习标准与未来岗位标准更加紧密联系，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增强

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本课程的评价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即“学生自评、生生互

评、教师评价、企业参评”相结合方式

2.评价内容突出职业素养与知识技能并重：

评价中，将学生行为规范、仪容仪表、师德素养、学习态度、通用能力等与

知识技能一同列入评价体系中，将这些指标渗透于课程教学中，将本专业“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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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堂落实深化。

3.评价方式突出形成性与过程性：

学生每学期的考核成绩由学习过程评价（60%）、终结性考试评价（30%）、

非学业内容评价（10%）三个方面组成。学习过程评价：由课堂表现、作业回课、

课堂提问、课堂笔记、书写作业共同组成；期末考试评价：笔试与口试两部分组

成。其中笔试（30%）、口试（70%）。题型应尽可能的多样化且兼顾各层次学生的

实际水平；非学业内容评价：要求学生建立个人学习档案，将每单元的《学习评

价表》进行收集，并在每学期期末写出书面的学习心得总结，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自觉学习的意识。

（二）考核内容与标准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注重对音乐素养技能、学习态度、职业规范的评价，

具体内容为：

1. 态度与习惯：

（1） 按时上课，不迟到、不早退；

（2） 按专业要求着装，干净整齐，文明礼貌；

（3） 上课认真听讲，精力集中，主动参与课堂活动；

（4） 课前教材、工具准备齐全；

（5） 课堂笔记认真，过程详细。

2. 知识与技能

（1）能够听辨对比音高关系、听记简单音乐短句的节奏；

（2）能够将两个升降号以内各调式的旋律进行五线谱与简谱的转换，使用

规范的记谱方法；

（3）正确分析乐谱，能够比较完整的视唱两个升降号以内调式的简单的音

乐旋律，演唱状态自信，声音流畅，音高、节奏无误；

（4）能够应用节奏完成简单的儿歌、歌曲节奏改编或律动伴奏创编；

（5）能够较好的完成歌唱与律动、打击乐伴奏的配合表演。

3.通用能力

（1）身心健康，关爱幼儿，遵守幼儿教师行为道德规范；

（2）在小组合作中能够主动与他人协作、沟通与交流，服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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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够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搜索相关信息，为课程学习服务。

（三）考核方式

1.理论与听辨类考试：音乐理论、音高听辨、节奏改编或听记、歌曲律动伴

奏创作等采用集体笔试答卷考核。

2.表演类考试：歌曲视唱、歌曲与伴奏律动配合表演等采用个别表演考核。

3.设计类考试：幼儿音乐游戏的设计与模拟采用小组（4-5 人）为单位，合

作设计模拟表演，完成考核。

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教学资源一览表

序号 学习单元名称 资源分类及名称

1 音乐基础理论 校本教材、微课、视频、音频、图片等

2

基本节奏组合与 C 自

然大调旋律的分析与

视唱

校本教材、微课、视频、音频、图片等

3

常规性节奏与 a小调、

C 宫民族调式旋律的

分析与视唱

校本教材、微课、视频、音频、图片等

4
附点节奏与一个升号

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校本教材、微课、视频、音频、图片等

5
切分节奏与一个降号

调旋律的分析与视唱
校本教材、微课、视频、音频、图片等

6

三连音节奏与两升两

降各调式旋律的分析

与视唱

校本教材、微课、视频、音频、图片等

七、附表

1.课程内容与教学安排表

学习单元

名称

课 程

内 容

学期

安排

课

时

备

注

音乐基础 1.掌握五线谱基础知识，认识常用谱号，熟悉基本音级的唱 第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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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名与音名，较为熟练的识别高低音谱表中各音的音高位置

2.掌握正确的视唱姿态，能够用科学的发声方法，模唱钢琴

音高，形成音高的听辨与模仿能力

3.掌握正确划拍方法，理解速度与音乐风格的关系

4.理解半音、全音基本概念，能够默画一个八度钢琴键盘图

5.熟记十四种自然音程的结构，能够识别音程名称，听辨音

程的协和性

学期

基本节奏

组合与 C

自然大调

旋律的分

析与视唱

1.熟记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节奏的图形

与时值

2.能够正确划拍演唱 2/4、3/4 拍中的基本节奏组合，理解

节拍律动特征

3.熟记 C大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C大

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8

常规性节

奏与 a小

调、C宫

民族调式

旋律的分

析与视唱

1.能够正确分析、演唱 2/4 拍中的常规性节奏组合

2.能够正确分析、演唱 3/4 拍中的常规性节奏组合

3.熟记 a小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a

小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4.了解中国古典民族音乐风格，熟悉 C同宫系统五声调式各

音阶的结构，学会分析旋律的调式。

第二

学期
18

附点节奏

与一个升

号调旋律

的分析与

视唱

1.能够正确分析、演唱 2/4、3/4 拍中的大附点节奏组合

2.能够正确分析、演唱 2/4、3/4 拍中的小附点节奏组合

3.熟记 G大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G

大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4.熟记 e小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e

小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第三

学期
18

切分节奏

与一个降

号调旋律

的分析与

视唱

1.能够正确分析、演唱 2/4、3/4 拍中的大切分节奏组合

2.能够正确分析、演唱 2/4、3/4 拍中的小切分节奏组合

3.熟记 F大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F

大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4.熟记 d小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d

小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第四

学期
18

三连音节

奏与两升

两降各调

1.能够分析视唱音乐旋律中的三连音节奏，理解其音乐表现

意义

2.能够分析视唱 3/8 拍旋律，掌握音值组合规律和记谱法

第五

学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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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旋律的

分析与视

唱

3.熟记 D大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D

大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4.熟记 b小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b

小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5.熟记 bB 大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bB 大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6.熟记 g小调音阶的结构，能够正确演唱调式音阶，感知 g

小调旋律的风格特征

2.教学团队及任务分配

团队成员 工作任务 备注

主讲教师

课程标准制定；课程计划、进度的统筹；

课程资源建设及教材开发等工作的整体

规划；专业技能大赛的设计与筹划等

兼职教师应充分了解本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按照《课程标准》中所

规定的课程目标、内容、进度制定

教学计划，按时完成教学任务，保

证教学质量。同时积极参与本专业

教材开发、资源建设及各项教学科

研活动，协助专业做好学生技能大

赛的组织与辅导工作。

团队成员

课程实施、课程教学模式改革、评价模

式改革、课程教学资源采集与制作、教

材编写等工作的具体实施；专业技能大

赛的辅导、实施及评委等工作。

3.实训设备及实训活动

实训设备：配备钢琴一架、多媒体设备，在局域网和互联网之下支持 office

办公软件、打谱软件和视频音频播放软件。

实训活动

学

期

项目

编号

项 目

名 称
实 训 内 容 实 训 标 准

考 核

方 式

实

训

地

点

学

时

分

配

第

一

学

期

1-1

五线谱

音高的

识别

1.熟悉钢琴音色，掌握视

唱发声方法

2.熟练掌握五线谱视谱方

法，初步具备乐谱分析能

力

3.运用正确的歌唱状态模

唱二音组

1.熟练准确的识别高音

谱表、低音谱表中的音高

2.听辨二音组，并准确模

唱

个别考核

1.音高模唱

2.音高识别 实训

楼

4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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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自然音

程的识

别

1.牢记自然音程的种类与

结构，能够识别自然音程

2. 运用正确的歌唱状态

模唱三音组

1.正确识别自然音程名

称，能够依据名称说明协

和性

2.听辨音程，能够比较度

数的大小

1. 闭 卷 笔

试：音程识

别

2. 个 别 口

试：音程模

唱

实训

楼

404

4

2-1

2/4 拍

中基本

节奏的

应用

1.牢记基本节奏的图形和

拍值

2.掌握基本节奏在 2/4 拍

中的组合形式

1.正确朗读 2/4 拍中带

有基本节奏的儿歌

2.正确视唱 2/4 拍中带

有基本节奏的旋律

3.运用基本节奏创作

2/4 拍节奏短句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2-2

3/4 拍

中基本

节奏的

应用

1.牢记基本节奏的图形和

拍值

2.掌握基本节奏在 3/4 拍

中的组合形式

1.正确朗读 3/4 拍中带

有基本节奏的儿歌

2.正确视唱 3/4 拍中带

有基本节奏的旋律

3.运用基本节奏创作

3/4 拍节奏短句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2-3

C 大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记 C 自然大调音阶各

音级唱名，理解大调式结

构特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C 大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4、3/4 拍带有基本节奏

的 C 大调幼儿歌曲、音乐

作品，做到音高、节奏准

确，较好表现作品音乐风

格。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2

第

二

学

期

3-1

2/4 拍

中常规

性节奏

的应用

1.牢记常规性节奏的图形

和拍值

2.掌握常规性节奏在 2/4

拍中的组合形式及节奏韵

律特征

1.应用常规性节奏，正确

朗读儿歌、听辨、记写节

奏短句

2.正确分析、视唱带有常

规性节奏的幼儿歌曲与

旋律

3.运用常规性节奏完成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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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拍歌曲的节奏创作

与改编

3-2

3/4 拍

中常规

性节奏

的应用

1.牢记常规性节奏的图形

和拍值

2.掌握常规性节奏在 3/4

拍中的组合形式及节奏韵

律特征

1.应用常规性节奏，正确

朗读儿歌、听辨、记写节

奏短句

2.正确分析、视唱带有常

规性节奏的幼儿歌曲与

旋律

3.运用常规性节奏完成

2/4 拍歌曲的节奏创作

与改编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5

3-3

a 小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记 a 小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a 小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a 小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a 小调幼儿歌曲、音乐作

品，做到音高、节奏准确，

较好表现作品音乐风格。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3-4

C 宫民

族系统

调旋律

的视唱

1.熟记 a 小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a 小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a 小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a 小调幼音乐作品，做到

音高、节奏准确，较好表

现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基本节奏与常规

性节奏的对位，协调、正

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律

动伴奏的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第

三

学

期

4-1

大附点

节奏的

应用

1.牢记大附点节奏的图

形、拍值

2.掌握大附点节奏的组合

形式，听辨节奏韵律特征

3.理解大附点节奏的音乐

1.应用大附点节奏，正确

朗读儿歌、听辨、记写节

奏短句

2.正确分析、视唱带有大

附点节奏的幼儿歌曲与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实训

楼

4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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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意义 旋律，做到音高、节奏准

确

3.应用大附点节奏完成

歌曲节奏的创作、改编及

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

4.节奏创作

4-2

小附点

节奏的

应用

1.牢记小附点节奏的图

形、拍值

2.掌握小附点节奏的组合

形式，听辨节奏韵律特征

3.理解小附点节奏的音乐

表现意义

1.应用小附点节奏，正确

朗读儿歌、听辨、记写节

奏短句

2.正确分析、视唱带有小

附点节奏的幼儿歌曲与

旋律，做到音高、节奏准

确

3.应用小附点节奏完成

歌曲节奏的创作、改编及

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5

4-3

G 大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记 G 大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G 大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G 大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G 大调音乐作品，做到音

高、节奏准确，较好表现

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基本节奏、常规性

节奏及附点节奏的对位，

协调、正确的完成歌唱与

身体律动伴奏的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4-4

e 小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记 e 小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e 小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e 小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e 小调音乐作品，做到音

高、节奏准确，较好表现

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基本节奏、常规性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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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伴奏的配合 节奏及附点节奏的对位，

协调、正确的完成歌唱与

身体律动伴奏的配合

第

四

学

期

5-1

大切分

节奏的

应用

1.牢记大切分节奏的图

形、拍值

2.掌握大切分节奏的组合

形式，听辨节奏韵律特征

3.理解大切分节奏的音乐

表现意义

1.应用大切分节奏，正确

朗读儿歌、听辨、记写节

奏短句

2.正确分析、视唱带有大

切分节奏的幼儿歌曲与

旋律，做到音高、节奏准

确

3.应用大切分节奏完成

歌曲节奏的创作、改编及

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5

5-2

小切分

节奏的

应用

1.牢记小切分节奏的图

形、拍值

2.掌握小切分节奏的组合

形式，听辨节奏韵律特征

3.理解小切分节奏的音乐

表现意义

1.应用小切分节奏，正确

朗读儿歌、听辨、记写节

奏短句

2.正确分析、视唱带有小

切分节奏的幼儿歌曲与

旋律，做到音高、节奏准

确

3.应用小切分节奏完成

歌曲节奏的创作、改编及

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5

5-3

F 大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记 F 大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F 大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F 大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F 大调音乐作品，做到音

高、节奏准确，较好表现

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不同类型节奏对

位，协调、正确的完成歌

唱与身体律动伴奏的配

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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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 小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记 d 小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d 小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d 小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d 小调音乐作品，做到音

高、节奏准确，较好表现

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不同类型节奏的

对位，协调、正确的完成

歌唱与身体律动伴奏的

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4

第

五

学

期

6-1

三连音

节奏的

应用

1.牢记三连音节奏的图

形、拍值

2.掌握三连音节奏的组合

形式，听辨节奏韵律特征

3.理解三连音节奏的音乐

表现意义

1.应用三连音节奏，正确

朗读儿歌、听辨、记写节

奏短句

2.正确分析、视唱带有三

连音节奏的幼儿歌曲与

旋律，做到音高、节奏准

确

3.应用三连音节奏完成

歌曲节奏的创作、改编及

歌唱与律动伴奏的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3

6-2

D 大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 D 大调音阶各音级唱

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D 大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F 大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D 大调音乐作品，做到音

高、节奏准确，较好表现

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不同类型节奏对

位，协调、正确的完成歌

唱与身体律动伴奏的配

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3

6-3
b 小调

旋律的

1.熟记 b 小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b 小调音阶与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实训

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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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b 小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d 小调音乐作品，做到音

高、节奏准确，较好表现

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不同类型节奏的

对位，协调、正确的完成

歌唱与身体律动伴奏的

配合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404

6-4

3/8、

6/8 拍

旋律的

视唱

1.牢记 3/8、6/8 拍音值组

合规律与节拍韵律特征

2.准确分析、视唱 3/8、

6/8 拍音乐作品

3.理解 3/8、6/8 拍音乐的

风格特征

1.能够正确分析、视唱

3/8、6/8 拍音乐作品，

做到音高、节奏准确，较

好表现作品音乐风格。

2.能够创作简单的 3/8、

6/8 拍旋律

3. 掌握 3/8、6/8 拍中的

节奏对位，协调、正确的

完成歌唱与身体律动伴

奏的配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3

6-5

bB大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悉 bB 大调音阶各音

级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

特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bB 大调作品的音

乐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bB 大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bB 大调音乐作品，做到

音高、节奏准确，较好表

现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不同类型节奏对

位，协调、正确的完成歌

唱与身体律动伴奏的配

合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实训

楼

404

3

6-6

g 小调

旋律的

视唱

1.熟记 g 小调音阶各音级

唱名，理解大调式结构特

征

2.综合运用节奏、调式知

1.形成正确的视唱状态

准确演唱 g 小调音阶与

旋律

2.能够熟练的分析、视唱

个别考核：

1.儿歌朗读

2.节奏短句

模唱与听记

实训

楼

40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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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视唱幼儿歌曲及旋律

3.明确 g 小调作品的音乐

风格

4.正确的完成歌唱与身体

律动伴奏的配合

g 小调音乐作品，做到音

高、节奏准确，较好表现

作品音乐风格。

3.掌握不同类型节奏的

对位，协调、正确的完成

歌唱与身体律动伴奏的

配合

3.旋律视唱

4.节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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