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音乐Ⅰ》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是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视唱练耳训练，使学生了解音乐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五线谱与简谱的记谱法、节奏节拍、各种常

用音乐记号、音程与和弦的结构、音阶、调、调性、大调式、小调式及民族调式等音乐理论知识并加以运用；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听辨能力，

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和音乐记忆，使学生具备独立视唱能力、听记谱的能力，为学习琴法、声乐、儿歌弹唱、即兴伴奏、幼儿音乐教学法等课程提供重要基

础支撑。同时通过学习基础音乐理论知识和练习视唱，分析、视唱一些优秀的中国儿童音乐作品，使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课程名称（中文） 学前音乐Ⅰ 课程名称（英文） Preschool MusicⅠ

课程代码 08120701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程 考核形式 考查

总学分（学时/周） 1/32 理论学分（学时） 20 实践或实验学分（学时/周） 12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学前音乐Ⅱ

适应范围 学前教育专业 面向专业 学前教育

开课学期 1 开课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 学前教育专业技能课程群教学团队 课程负责人 李隽

课程网址

制定人 李隽 审定人 王声平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乐理知识的基本范畴和各种音乐理论的基础概念。掌握五线谱记谱法与简谱记谱法；对音乐的节奏

节拍能够分析准确；熟知各种相关音乐术语；掌握简单音程与和弦的识别构成；建立基本调式、调性概念及旋律的基本知识，会分析儿歌的曲式结构。

课程目标 2：通过乐理知识学习，能够将音乐基础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演唱、演奏中，使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使学

生具有一定的音准、节奏感、听辨和识谱既唱的能力。

课程目标 3：通过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视唱练耳的训练，逐步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与音乐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能力，并通过美感教育启发

学生的道德情操，以达到全面育人、综合育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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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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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保教能力：能够依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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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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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乐理

（1）音

（2）音高

（3）音值

（4）节奏节拍

（5）装饰音和常用记号

（6）音程

（7）和弦

（8）调的知识

20 20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二部分

视唱练耳

（1）基本音程模唱练习与基本节

奏型练习

（2）五线谱、简谱视唱练习

（3）节奏模仿、听记练习和听唱

练习

12 0 12 目标 2、目标 3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部分 乐理（20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音

主要知识点：音的产生及特性；记谱法

第二节 音高

主要知识点：乐音体系与音列、音级；音名、唱名与音的分组；变音记号；半音、全音、变化音级与等音

第三节 音值

主要知识点：五线谱与简谱的音符、休止符、增长时值记号

第四节 节奏节拍

主要知识点：节奏与节奏的划分；节拍与拍子；音符时值的基本划分和特殊划分；音值组合法

第五节 装饰音和常用记号

主要知识点：装饰音、常用音乐记号的识别与记法

第六节 音程

主要知识点：音程；音程的级数与音数；音程的分类；音程的转位

第七节 和弦

主要知识点：三和弦与七和弦的构造；原位和弦与转位和弦的构成与识别

第八节 调的知识

主要知识点：音阶、调号的产生、调式、调性、大调式与小调式、民族调式、调式的识别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掌握基础的音乐理论知识，包括：五线谱与简谱的基础知识、节奏节拍、各种常用音乐记号、音程与和弦的构造、音阶、调、调性、大调式

与小调式、民族调式等



（2）使学生通过音乐基础理论的学习，具备恰当分析幼儿音乐作品的能力

（3）使学生了解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对提高自身音乐素养、提升专业学习效率的作用，以及本内容学习与音乐技能学习之间的关联。

（4）运用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分析优秀的中国儿童音乐作品，从中学习详尽的作品创作背景，体会作品创作蕴含的意境，不仅提高学生音乐素养，还能

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五线谱与简谱的记谱法；能够准确的分析基本节奏；会识别和构成音程、和弦；会判断大小调式、民族调式儿歌

难点：分析幼儿音乐作品的实践操作

第二部分 视唱练耳（1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基本音程模唱练习与基本节奏型练习

主要知识点：二度、三都、四度、五度音程模唱练习；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及休止符的基本节奏练习

第二节 视唱练习

主要知识点：2/4 拍视唱练习；3/4 拍与 4/4 拍视唱练习；3/8 拍与 6/8 拍的视唱练习；附点音符视唱练习；切分音与弱起小节的视唱练习；无调号的五

线谱视唱练习；一升一降的五线谱视唱练习；简谱视唱练习

第三节 节奏模仿、听记练习和听唱练习

主要知识点：各种节奏的模仿与听记训练；单音听唱记训练；简单音程听唱记训练；简单旋律的模唱与听记练习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了解固定唱名法和首调唱名法，会正确读谱

（2）使学生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具备一定的视谱既唱的能力，且能达到音准，节奏正确

（3）使学生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逐步发展音乐听觉和记忆，积累音乐语汇，提高音乐感知力

（4）使学生通过视唱练习，唱一些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儿童歌曲，从中感受中国音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潜移默化的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说明：音乐是一门综合课程，需要理论知识与技能训练相互渗透、同步进行教学，以上写明的课时并非独立课时，而是完成这一部分内容所需要的总

时间）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蔡岳建主编.乐理 视唱 练耳[M].重庆：西南释放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主要参考书

1.王瑞俊,赵霞. 乐理 视唱 练耳简明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2.林鸿平.乐理 视唱 练耳（第四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3.秦岭,滕菲.乐理基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4.夏志刚.学前教育视唱练耳教程[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主要网络资源

1.http://www.xuexi365.com/（超星学习平台）

2.https://www.icourse163.org/（中国大学 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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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系统讲授音乐基础理论，使学生掌握基本乐理知识，为技能学习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在知识讲授过程中，注重学科知识的合理分解、

有序讲授，通过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渐掌握乐理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和各个知识要点，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逻辑思维

（2）演示法。演示法是一种直观感性的教学方法，是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教学的基本手段。在基本乐理教学中，通过演示可使学生能充分的理解教师所

教授的音乐理论知识点；在视唱练耳教学中，通过演示让学生在直观感受的基础上掌握节奏训练和视唱练习的基本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3）分析法。分析法能够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自身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通过教师对学生基本乐理练习和视唱、节奏练习的情况分析，让学生明



确问题所在，并根据教师所给的建议或解决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或解决，从而促进知识的巩固与技能的提高。

（4）练习法。练习法就是将知识运用于实践，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技巧和发展音乐表现能力的方法。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基本乐理的学习不能只停留

在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必须通过练习才能做到会运用和分析理论知识；视唱练耳的学习，必须通过练习才能做到真正掌握训练的方法，并且通过练习节奏、

视唱技能才能得以巩固与提高。

（5）网络资源法。网络资源主要是网络学习平台。该课程教师依托超星学习平台，将课程所需的各种资料储存平台，供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

还将学生的一些优秀作业发布在讨论区，让学生进行评论与学习参考。

（6）课外养成。本课程课内教学时数有限，课程实践性较强，教学内容的落实是靠学生课外练习才能达到的，这也是作为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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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乐

理知识的基本范畴和各种音乐理论的基础概念。掌握五

线谱记谱法与简谱记谱法；对音乐的节奏节拍能够分析

准确；熟知各种相关音乐术语；掌握简单音程与和弦的

识别构成；建立基本调式、调性概念及旋律的基本知识，

会分析儿歌的曲式结构。

课前：引导学生课前阅读教材，初步了解学习内容，梳理好所存各种疑问，明确学

习的重、难点。

课内：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进行教学。（1）通过知识讲授与习题练习，

让学生系统掌握基本乐理论知识。（2）通过演示、示范让学生掌握正确的节奏、视唱

练习方法（3）引导学生将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训练进行有效关联，逐步培养学生正确

的审美

课后：引导学生做好课堂学习总结，合理布置课后学习、练习的内容，注重与本课

程相关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在课后的养成。



目标 2：通过乐理知识学习，能够将音乐基础理论

知识，运用到实际演唱、演奏中，使学生具有理论联系

实践的能力。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

音准、节奏感、听辨和识谱既唱的能力。

课内：知识讲授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进行教学。（1）通过知识讲授与习题练习，

让学生系统掌握基本乐理论知识。（2）通过演示、示范让学生掌握正确的节奏、视唱

练习方法（3）引导学生将学科理论知识与技能训练进行有效关联，逐步培养学生正确

的审美

课后：引导学生做好课堂学习总结，合理布置课后学习、练习的内容，注重与本课

程相关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在课后的养成。

目标 3：通过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视唱练耳的训

练，逐步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与音乐综合素质，培养学

生正确的审美能力，并通过美感教育启发学生的道德情

操，以达到全面育人、综合育人的意识。

课后：引导学生做好课堂学习总结，合理布置课后学习、练习的内容，注重与本课

程相关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在课后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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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乐理知识的基本范畴和

各种音乐理论的基础概念。掌握五线谱记谱法与简谱记谱法；对音乐的

节奏节拍能够分析准确；熟知各种相关音乐术语；掌握简单音程与和弦

的识别构成；建立基本调式、调性概念及旋律的基本知识，会分析儿歌

的曲式结构。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自学、课内讲授和课后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2：通过乐理知识学习，能够将音乐基础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演

唱、演奏中，使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通过视唱练耳的训练，

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音准、节奏感、听辨和识谱既唱的能力。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讲解示范与练习、课后练习与交流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

抽查、平时作业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3：通过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视唱练耳的训练，逐步提高学生的

音乐修养与音乐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能力，并通过美感教育

启发学生的道德情操，以达到全面育人、综合育人的意识。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练习分析、课后专项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程作业情况

及期末考查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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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过程性考核的权重为 40%，其中课堂表现占 10%，乐理作业占 15%，视唱作业占 15%。

终结性考核的权重为 60%，在期末采用乐理笔试闭卷的形式和现场抽签唱视唱进行考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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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乐理知识的基本范畴

和各种音乐理论的基础概念。掌握五线谱记谱法与简谱记谱法；对音

乐的节奏节拍能够分析准确；熟知各种相关音乐术语；掌握简单音程

与和弦的识别构成；建立基本调式、调性概念及旋律的基本知识，会

分析儿歌的曲式结构。

目标 2：通过乐理知识学习，能够将音乐基础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

演唱、演奏中，使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通过视唱练耳的训

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音准、节奏感、听辨和识谱既唱的能力。

由任课老师根据学生出勤、课堂专

注度、参与度、配合度、互动情况

等来评定。

10%

乐理作业

目标 1：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乐理知识的基本范畴

和各种音乐理论的基础概念。掌握五线谱记谱法与简谱记谱法；对音

乐的节奏节拍能够分析准确；熟知各种相关音乐术语；掌握简单音程

与和弦的识别构成；建立基本调式、调性概念及旋律的基本知识，会

分析儿歌的曲式结构。

目标 2：通过乐理知识学习，能够将音乐基础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

演唱、演奏中，使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通过视唱练耳的训

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音准、节奏感、听辨和识谱既唱的能力。

目标 3：通过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视唱练耳的训练，逐步提高学生

的音乐修养与音乐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能力，并通过美感

由任课老师布置课后作业，按照作

业的质量、规范程度及上交是否及

时来评定。

15%



教育启发学生的道德情操，以达到全面育人、综合育人的意识。

视唱作业

目标 1：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乐理知识的基本范畴

和各种音乐理论的基础概念。掌握五线谱记谱法与简谱记谱法；对音

乐的节奏节拍能够分析准确；熟知各种相关音乐术语；掌握简单音程

与和弦的识别构成；建立基本调式、调性概念及旋律的基本知识，会

分析儿歌的曲式结构。

目标 2：通过乐理知识学习，能够将音乐基础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

演唱、演奏中，使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通过视唱练耳的训

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音准、节奏感、听辨和识谱既唱的能力。

目标 3：通过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与视唱练耳的训练，逐步提高学生

的音乐修养与音乐综合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能力，并通过美感

教育启发学生的道德情操，以达到全面育人、综合育人的意识。

由任课老师布置课后作业，按照回

课的质量、规范程度及上交是否及

时来评定。

15%

终结性考

核
考查

目标 1：通过乐理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乐理知识的基本范畴

和各种音乐理论的基础概念。掌握五线谱记谱法与简谱记谱法；对音

乐的节奏节拍能够分析准确；熟知各种相关音乐术语；掌握简单音程

与和弦的识别构成；建立基本调式、调性概念及旋律的基本知识，会

分析儿歌的曲式结构。

目标 2：通过乐理知识学习，能够将音乐基础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

演唱、演奏中，使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通过视唱练耳的训

练，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音准、节奏感、听辨和识谱既唱的能力。

依据学校规定的考查课程要求进

行考核，并根据学生完成的质量和

准确度进行评定。

60%

七、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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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分析考勤记录、课堂表现以及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来实施课程

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期末考查情况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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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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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的评价；学院组织学生课程目标达成度调查，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的

评价；召开学生会、教师座谈会，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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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练掌握基本音乐理论

知识中的五线谱与简谱

的记谱法；能辨识各种节

奏节拍；能熟练的分析和

构成音程、和弦的结构、

调与调式；能准确翻译五

线谱和简谱

较好地掌握基本音乐理

论知识中的五线谱与简

谱的记谱法；能辨识各种

节奏节拍；能分析和构成

音程、和弦的结构、调与

调式；能翻译五线谱和简

能够掌握基本音乐理论

知识中的五线谱与简谱

的记谱法；能辨识基本节

奏节拍；能分析和构成基

本的音程、和弦结构、调

与调式；能翻译简单的五

线谱和简谱

只能掌握简单的基本音

乐理论知识中的五线谱

与简谱的记谱法；能辨识

基本节奏节拍；不太会分

析和构成基本的音程、和

弦结构、调与调式；翻译

简单的五线谱和简谱的

未能掌握该课程相关基

本音乐理论知识。



谱 准确性比较低

目标 2

能够很准确听辨、拍击基

本节奏；能够很准确的听

辨出音的高低；能够很准

确的唱 2度、3度、4度
音程关系的五线谱与简

谱视唱

能够较准确听辨、拍击基

本节奏；能够较准确的听

辨出音的高低；能够较准

确的唱 2度、3度、4度
音程关系的五线谱与简

谱视唱

基本能够听辨、拍击基本

节奏；基本能够听辨出音

的高低；基本能够唱准 2
度、3度、4度音程关系

的五线谱与简谱视唱

听辨、拍击基本节奏的准

确性比较低；能够听辨出

部分音的高低；唱准 2

度、3 度、4 度音程关系

的五线谱和简谱视唱的

准确性比较低

不能准确把握基本节奏；

最基本的五音音高听辨

不出，也唱不准

目标 3

能够很好地将音乐理论

运用于技能训练，具有正

确的音乐审美能力和良

好的音乐表现能力。

能较好地将音乐理论运

用于技能训练，具有正确

的音乐审美能力和一定

的音乐表现能力。

能够将音乐理论运用于

技能训练，音乐审美能力

和音乐表现能力一般。

基本能将音乐理论运用

于技能训练，音乐审美能

力和音乐表现能力较弱。

不能将音乐理论运用于

技能训练，音乐审美能力

和音乐表现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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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