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歌曲弹唱Ⅱ》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教学总目标是通过儿童歌曲弹唱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以及相关能力、素质培养，使学生了解和声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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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步骤，能够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悉儿歌弹唱的方法，能够进行弹与唱的协调配合，具备幼儿音乐教学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

学实践相衔接，形成基本的心理素质与协作精神、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引导学生体验中国钢琴音乐，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 通过对钢琴伴奏基础知识，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本步骤，能够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悉儿歌弹唱的方法。

课程目标 2：通过对大小调歌曲伴奏编配，使学生能够进行弹与唱的协调配合，准确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具备完整弹唱的能力。

课程目标 3：培养具备幼儿音乐教学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相衔接，形成基本的心理素质与协作精神、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课程目标 4：通过幼儿歌曲的弹唱，引导学生体验中国音乐旋律之美，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2.教育情怀：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具有人文底

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幼儿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

心、耐心，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2.3 具有较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艺术素养，人格健全，身

心健康，情感丰富，为人师表，做有专业自觉性和事业心的学前

教育工作者。

M

目标 2

3.保教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和人文素养，理解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和学习特点，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掌握幼儿园教

育教学的基本方法和策略，注重知识的联系和整合。

3.1 理解并掌握人文社会通识知识，有一定的人文积淀与审美情

趣；了解科学知识、技术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认同理性思维的

价值。

H

3.3 理解幼儿园教育的整合性特性，认同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理

论与实践之间联系与整合的价值。
L



目标 3

4.保教能力：能够依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

点，运用幼儿保育与教育知识，科学规划一日生活、科学创

设环境、合理组织活动。具有观察幼儿、与幼儿谈话并能记

录与分析的能力；具有幼儿园活动评价能力。

4.2 具有幼儿园一日生活、环境创设、游戏、教育教学活动等的

实施能力。
M

目标 4

6.综合育人：了解幼儿社会性—情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注

重培育幼儿良好意志品质和行为习惯。理解环境育人价值，

了解园所文化和一日生活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充分利用多种

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教育。综合利用幼儿园、家庭和社区

各种资源全面育人。

6.1 了解幼儿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的基本知识，具有全面育

人、综合育人的意识。
L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

支撑”，“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织体变化和选用 12 0 12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第二章 前奏、间奏、尾声的处理 6 0 6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第三章 副三和弦的运用 4 0 4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第四章 民族调式歌曲伴奏 10 0 1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织体变化和选用（1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带旋律和不带旋律的伴奏

主要知识点：带旋律的伴奏方法，不带旋律的伴奏方法，歌曲编配与移调弹唱。

第二节 常用的几种不同风格类型的伴奏织体

主要知识点：各类不同节拍的常用伴奏音型，不同风格类型歌曲伴奏音型的选配，歌曲编配与移调弹唱。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和声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掌握儿歌弹唱的方法；

（2）使学生掌握伴奏织体变化在歌曲弹唱中的运用，能运用歌唱方法和弹奏技法，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

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3）使学生具备幼儿音乐教学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相衔接，具备基本的心理素质与协作精神、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重点难点】

重点：不同风格类型歌曲伴奏音型的选配。难点：织体变化。

第二章 前奏、间奏、尾声的处理（6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前奏

主要知识点：前奏的作用、前奏常用的方法，歌曲编配与移调弹唱。

第二节 间奏



主要知识点：间奏的作用、间奏常用的方法，歌曲编配与移调弹唱。

第三节 尾声

主要知识点：尾声的作用、尾声常用的方法，歌曲编配与移调弹唱。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和声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掌握儿歌弹唱的方法；

（2）使学生掌握前奏间奏尾声在歌曲弹唱中的运用，能运用歌唱方法和弹奏技法，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

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3）使学生养成每天自主练习的习惯，具备幼儿音乐教学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相衔接，具备基本的心理素质与协作精神、音

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重点难点】

重点：前奏间奏尾声在弹唱中的运用。难点：移调弹唱。

第三章 副三和弦的运用（4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大调中的副三和弦及其运用

主要知识点：大调副三和弦的性质与作用、功能关系与运用、副三和弦的连接，大调副三和弦在幼儿歌曲伴奏中的应用。

第二节 小调中的副三和弦及其运用

主要知识点：小调副三和弦的性质与作用、功能关系与用法、副三和弦的连接，小调副三和弦在幼儿歌曲伴奏中的应用。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和声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掌握儿歌弹唱的方法；

（2）使学生能运用歌唱方法和弹奏技法，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



视谱弹唱的能力；

（3）使学生养成每天自主练习的习惯，具备幼儿音乐教学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相衔接，具备基本的心理素质与协作精神、音

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重点难点】

重点：副三和弦的连接。难点：副三和弦在幼儿歌曲弹唱中的应用。

第四章 民族调式歌曲伴奏（10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和弦的变形

主要知识点：加音和弦、替代音和弦省略偏音。

第二节 民族调式中的和弦进行与编配

主要知识点：民族调式中的和声进行，正三和弦各种形态和功能和运动图式，如何为五声调式的歌曲选择和弦，歌曲编配与移调弹唱。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了解和声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本步骤，能够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悉儿歌弹唱的方法；

（2）使学生掌握民族调式歌曲弹唱中的运用，能运用歌唱方法和弹奏技法，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

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3）使学生养成每天自主练习的习惯，具备幼儿音乐教学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相衔接，具备基本的心理素质与协作精神、音

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重点难点】

重点：五声调式的歌曲选择和弦。难点：移调弹唱。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1.陈云华、潘如仪.钢琴即兴弹唱教程（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2.浙江省《幼儿园课程指导》编写委员会.幼儿园课程指导音乐[M].北京：新时代出版社，2014.

主要参考书

1.王敬涛、黄一朋.幼儿歌曲伴奏与弹唱（简谱）[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

2.邓颖.新编幼儿歌曲弹唱教程[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

3.李倩.幼儿歌曲弹唱教程（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4.陈华.幼儿歌曲弹唱[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

主要网络资源
http://www.yinyuexuexi.com/html/5212.html（音乐学习网）

https://www.hqgq.com/video/show/3601（环球钢琴网）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讲授法。通过讲授钢琴伴奏基础知识、大小调歌曲编配与弹唱、和声的终止式 K
6

4和弦、三种基本伴奏音型等，让学生了解了解和声基础理论知

识，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本步骤，能够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悉儿歌弹唱的方法。在讲授过程中，注重以描述、分析、启发等讲授方式，结合

多媒体运用，用词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明地讲授内容，使学生学习掌握分析歌曲的方法，特别是在新知识点传授与指导回课时，更需要有生动形象

的语言来讲授，使学生形成对音乐形态、结构、风格及情感的理解力，准确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

（2）指导法。通过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全面细致分析弹唱作品，如何掌握运用和弦与伴奏织体的方法，怎样设计合适的弹唱编配方案，怎样进行弹与

唱的协调等，积极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的习惯，对讲授的内容进行分析、理解、练习，以逐步明晰知识点，掌握歌曲编配与弹

唱的方法，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与完整弹唱的能力。

（3）示范法。通过示范歌曲伴奏范例、不同伴奏音型在各类歌曲弹唱中的运用，指导学生通过观察教师的示范，直接感知讲解的教学内容，引导学



生把感知和了解紧密结合，聆听伴奏及歌唱的声音效果，领会弹与唱之间的关系，促进音乐情感的基本表达，进一步熟悉儿歌弹唱的方法。

（4）练习法。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模式开展训练，使学生的练习更加有效。课内练习根据每次教学曲目分析与弹唱练习与回课情况，

提出练习目标与具体要求，调动学生合作练习，促进生生、师生间的沟通，来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课后练习注重引导学生采用练琴笔记、

录视频等练习方式培养自主练习与自我检查的能力，通过线上的交流激发学生练习的主动性，提高练习有效性，力求使学生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得到巩固，

在不断练习中深化内在情感与意志品质，逐步养成每天练习的习惯。

（5）比较法。结合教学内容与目标，通过聆听相关音像资料，比较不同曲目的弹唱效果，同时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及弹唱情况，进行弹唱的展示讨

论与分析总结，使学生从比较中获得知识的理解与巩固，更好地结合自身能力来设计弹唱方案，把握调式感、音准感，使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得到

提升。

2.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的对应关系

表 4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标 1：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本

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掌握儿歌弹

唱的方法。

课前：1.预习资料，初步了解学习内容；2.梳理练习中的疑惑；

课内：1.解答疑惑，提出建议；2.了解预习情况，讲授新知。

课后：1.反思与练习；2.记录练习中的疑惑。

目标 2：通过学习学生能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

乐形象，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具备把

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课前：1.完成布置的作业；2.初步练习新曲子，了解重难点。

课内：1.讲授新知，讲解重难点；2.检查作业，纠正错误，艺术指导，提出建议。

课后：1.反思与练习；2.记录存在的问题和疑惑；3.视频作业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培养自

主练琴习惯、音乐教学与综合育人意识，使弹唱练习能

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相衔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课内：1.讲授新知，讲解重难点；2.检查作业，纠正错误，艺术指导，提出建议。

课后：1.反思与练习；2.提交笔记，记录练习中的疑惑；3.视频作业。



培养良好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目标 4：通过对中外幼儿歌曲的弹奏，引导学生体

验中国音乐旋律之美，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提升学

生文化自信。

课内：1.讲授新知；2.作业弹奏指导练习。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能熟练来讲和声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编配儿童歌曲的基

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练掌握儿歌弹唱的方

法。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课后练习体会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考勤、

回课视频。

目标 2：通过学习学生能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短时

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视谱弹

唱的能力。

主要达成途径：课堂回课、曲目分析与视奏练习、课后视频作业等环节；主要

判据为课堂回课、视频作业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培养自主练琴习惯、音乐

教学与综合育人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相衔接，

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曲目分析与视奏练习、课后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

回课、视频作业情况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4：通过对中外幼儿歌曲的弹奏，引导学生体验中国音乐旋律之

美，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讲授与作业弹奏指导练习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查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过程性考核的权重为 40%，其中学生课堂表现占 10%，视频作业占 30%；终结

性考核的权重为 60%，其中基本练习占 20%，练习曲占 20%，乐曲占 20%。在期末采用现场弹奏展示的形式进行考核；课程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重

过程性

考核

课堂表现

目标 1：能熟练来讲和声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编配儿童歌曲

的基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练掌握儿歌

弹唱的方法。

目标 2：通过学习学生能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

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培养自主练琴习惯、

音乐教学与综合育人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

相衔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

素养。

目标 4：通过对中外幼儿歌曲的弹奏，引导学生体验中国音乐旋

律之美，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主要依据线上教学平台（或教师与课代表）

对出勤、回答问题，举手发言，参与讨论

等课堂学习活动的记录进行评分；同时参

考任课教师对学生课堂学习的实际表现

（包括精神面貌、学习积极性、班级服务

等）的记录。

10%

课堂回课

目标 1：能熟练来讲和声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编配儿童歌曲

的基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练掌握儿歌

弹唱的方法。

目标 2：通过学习学生能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

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主要依据线下任课老师进行作业检查，按

照弹奏的熟练度、音乐表现力等回课情况

来评分；同时参考任课教师对学生回课积

极性、回课次数的记录。

10%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培养自主练琴习惯、

音乐教学与综合育人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

相衔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

素养。

目标 4：通过对中外幼儿歌曲的弹奏，引导学生体验中国音乐旋

律之美，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视频作业

目标 1：。能熟练来讲和声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编配儿童歌

曲的基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练掌握儿

歌弹唱的方法。

目标 2：通过学习学生能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

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培养自主练琴习惯、

音乐教学与综合育人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

相衔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

素养。

目标 4：通过对中外幼儿歌曲的弹奏，引导学生体验中国音乐旋

律之美，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主要依据任课教师对提交平台上的视频作

业按照弹奏的完整度、流畅度、音乐表现

力进行评分，同时参考任课教师对学生作

业上交时间、完成态度等的记录。

20%

终结性

考核
考查

目标 1：能熟练来讲和声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编配儿童歌曲

的基本步骤，能够独立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歌曲，熟练掌握儿歌

弹唱的方法。

主要通过学生的现场展示进行考核，按照

弹唱方法的掌握程度，节奏的平稳，音准

的把握、音乐情感的表达，弹唱曲目完成

的完整性、和谐度及流畅度来评定。

60%
目标 2：通过学习学生能准确地表达作品风格和音乐形象，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即兴弹唱，具备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

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主要通过学生的现场展示进行考核，按照

弹唱方法的掌握程度，节奏的平稳，音准

的把握、音乐情感的表达，弹唱曲目完成

的完整性、和谐度及流畅度来评定。

目标 3：引导学生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培养自主练琴习惯、

音乐教学与综合育人意识，使弹唱练习能与幼儿园音乐教学实践

相衔接，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良好的音乐审美情趣和音乐

主要通过学生的现场展示进行考核，从弹

奏曲目完成完整性及流畅度、音乐情感的

表达，来考核学生的心理素质、审美情趣



素养。 和音乐素养。

目标 4：通过对中外幼儿歌曲的弹奏，引导学生体验中国音乐旋

律之美，培养对中国音乐的热爱，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主要通过学生的现场展示进行考核，从音

乐情感的表达来考核学生对于中国音乐文

化的理解及情感。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本课程目标达成总体评价依据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直接评价以定量为主，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在课程考核

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采用课程考核成绩数据进行计算，评价分析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值，再依据课程分目标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权重，

计算得出各分目标的达成度，取平均值为本课程目标达成度。间接评价以定性为主，主要通过任课教师评价（通常为确定值）、学生评价（通常取平均值）、

同行或督导评价综合分析、论证、审核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情况。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

所在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分析学生预习情况，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分析学生作业以及

测验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期末考核情况来实

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供学院与任课教师从产出角度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

并作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观测依据；存档供同行或

专家审核使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教学成

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同行及督导评价
由同行专家、督导依据过程性材料与终结性考核材料对课程教学的效果

做出评价。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的依

据。

2.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能够熟练的独立分析和编

配各类儿童歌曲，熟练掌

握儿歌弹唱的方法。

能够较熟练分析和编配各类

儿童歌曲，较熟练掌握儿歌

弹唱的方法。

能够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

歌曲，掌握儿歌弹唱的方

法。

基本能够分析和编配各类

儿童歌曲，基本掌握儿歌弹

唱的方法。

不能分析和编配各类儿童

歌曲，不能掌握儿歌弹唱

的方法。

目标 2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

歌即兴弹唱，很好的具备

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

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歌

即兴弹唱，较好的具备把握

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视谱

弹唱的能力。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儿

歌即兴弹唱，有具备把握

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视

谱弹唱的能力。

基本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

谱儿歌即兴弹唱，基本具备

把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

整视谱弹唱的能力。

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简谱

儿歌即兴弹唱，不具备把

握调式音准的能力与完整

视谱弹唱的能力。

目标 3

自主练琴习惯很好，能很

好地把弹唱和幼儿园教学

实践活动相结合，有很好

的心理素质、审美情趣和

音乐素养。

自主练琴习惯较好，能较好

地把弹唱和幼儿园教学实践

活动相结合，有较好的心理

素质、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自主练琴习惯尚好，能把

弹唱和幼儿园教学实践活

动相结合，有尚好的心理

素质、审美情趣和音乐素

养。

自主练琴习惯一般，基本能

把弹唱和幼儿园教学实践

活动相结合，心理素质、审

美情趣和音乐素养一般。

自主练琴习惯差，不能很

好地把弹唱和幼儿园教学

实践活动相结合，心理素

质、审美情趣和音乐素养

弱。



目标 4

能准确表达儿童歌曲旋律

之美，热爱儿童歌曲，有

很强的文化自信。

能较准确表达儿童歌曲旋律

之美，比较儿童歌曲，有较

强的文化自信。

能较准确表儿童歌曲旋律

之美，喜欢儿童歌曲，有

较强的文化自信。

能表达儿童歌曲旋律之美，

较喜欢儿童歌曲，文化自信

一般。

不能表达儿童歌曲旋律之

美，不太喜欢儿童歌曲，

文化自信一般。

八、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

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