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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教学工作也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教育

数字化转型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当前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声

乐课程教学工作不仅要落实创新教学理念与手段，实现向着数字化教学改革，还要拓展教学内

容，把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数字教学工作中。根据传统的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来

说，更加注重技能，从而导致一些高校毕业生在步入社会后不能适应小学音乐教学场景，因此，

围绕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数字教学改革为主题展开分析，通过详细了解当前小学音

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遇到的问题以及关键基点，再提出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数

字教学改革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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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society, China 's teaching work also has
a broad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ent teaching of vocal mu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eaching of vocal mu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not only implement innovative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ans, realize the reform of digital
teaching, but also exp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integrate the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materials
into the digital teaching of vocal mu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vocal mu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skills, which leads to
the fact that some college graduates can not adapt to the scene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after
entering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textbooks into the digital teaching reform of vocal mus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theme.
Through a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s and key points encounter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textbooks into college vocal music cour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ain ways
to integrate primary school music textbooks into the digital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vocal music
courses.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music textbooks; college vocal music courses; digital teaching reform

引言

对于当前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来说，虽然注重改革和

创新，但是却依然将教学的重点放在提升学生的演唱能力以

及艺术表现力上，忽略了对小学音乐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所

以，很多学生虽然有着更高的专业性技能，但是很难把自身

掌握的知识应用在真实的小学音乐课堂中，不能将掌握的知

识转化成为自身的专业技能。所以，教师应善于在高校声乐

课程教学工作中融入小学音乐教材，并合理利用数字技术来

促进教学创新，以此突破来突破高校人才培养与小学音乐教

育实践所存在的壁垒。

1 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遇到的难题

当前把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遇到了各种问

题，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存在的目标断层的问题。对

于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来说，更加注重发展学生的演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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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保学生表现出较强的艺术表现力。而在小学音乐中新

课程标准给出的核心要求是注重加强学生的审美感知、创意

实践以及文化理解等，这是面向所有小学学生的普适性音乐

启蒙与兴趣激发工作。所以，两者在教学目标上存在着断层

问题。高校声乐教学与小学音乐教育也存在着内容断层问题，

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中的曲目一般都集中于艺术歌曲、歌

剧选段或者创作民歌，而小学音乐教材所选择的音乐类型大

部分都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关，并且具有童趣，导致两者存

在的交集相对较少。另外，还存在方法断层问题[1]。在高校

声乐课程教学工作中，一般情况下教师都会采用“教师传授

学生模仿”的传统技能训练模式，但是在小学音乐教学工作

中，教师更加注重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教学法、情景教

学法、综合教学法，数字化技术在小学音乐教学工作中的应

用远远多于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上述存在的问题会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中，导致学生

在毕业后虽然说有着良好的专业技能，但是却很难把自身的

专业技能应用在小学课堂教学中，不能将自身的专业性技能

进一步转化成为适切儿童的各种有效教学行为。

2 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的关键基点

为了实现把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

中，教师应善于把握融合的关键点。要认识到小学音乐教材

的融入并非简单的在高校声乐课程中添加一些儿童歌曲内

容，而是要基于小学教育的实际需求来当作逻辑起点，对高

校声乐课程的具体教学目标、学习内容以及教学手段开展

“逆向重构”，其中需要重视以下问题，教师应把小学新课

标核心素养进一步细化成为高校声乐课程的具体能力指标。

像对于小学音乐教材中所提到的文化理解素养，可以将其进

一步具象成为要求学生具备运用声乐的技能，能生动演绎以

及解析小学教材中的各种歌曲片段存在的文化内涵。其实小

学教材中的每一首歌曲或者开展的教学活动都能当作是高

校声乐课程的教学案例，在实际的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中，

教师应发挥出自身引导优势，积极引导学生解构各种素材，

系统分析其中所包含的音乐元素，像音高、节奏，并深层次

挖掘包含的审美价值、育人元素[2]。或者让学生以小组的形

式探究适合儿童认知与嗓音特色的科学依据，像歌词口语化、

音乐设定，并积极思考怎样合理采用声乐技巧来开展符合儿

童审美的艺术呈现，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小学音乐教材更好

地融入高校声乐课程中。除此之外，小学音乐教材还有配套

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教学活动，而这也给高校声乐课程教学

工作提供了多样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在合理引导学生的背景

下积极模仿或创设真实情境，发挥出数字技术的利用优势，

落实在实践中引导学生合理运用自身声乐技能来进行学习。

3 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数字教学改革

的主要途径

3.1 构建融合教学新生态

落实数字教学改革是突破融合难题、提升教学效果的基

本保障，而教师则应当落实构建融合教学新生态，其中教师

要实现构建智能资源库，实现对小学音乐教材的深度解构，

要求高校领导和教师重视建设小学音乐教材数字化融合资

源平台，并落实合理采用 AI 技术对小学音乐教材中的各种

曲目多维标签化处理，像针对音乐要素来说，分为节奏性、

调式；针对学习属性来说，划分为适合的教学阶段、具有关

联的核心素养点以及采用的教学活动类型；针对文化背景来

说，划分为创作背景、地域背景等。在完成上述多维标签化

处理工作后，还要积极收集其他教学资源，教师不仅要收集

小学音乐教材中的原始曲谱和音频，也要整合各种优质的小

学课堂实录或者其他优秀教师的示范微课。有了充分的教学

资源作为支持后，平台要依据高校教师所设定的具体教学目

标或者学生进行自主探索的主题来智能推送具有关联的小

学教材资源，从而为高校声乐课程教学提供保障。例如，教

师可以给学生设计“小学中段民歌”，平台可以直接给学生

推送三年级下册《杨柳青》这一经典曲目，系统分析其地方

特色、方言演唱的关键点以及具有典型的教学案例，以此来

让学生有机会了解更多关于小学音乐教材内容，确保高校声

乐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让学生毕业后顺利进入小学音乐课

堂工作，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3]。

3.2 教学目标、内容以及方法的数字化转型

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的数字教学改革，需要

进一步落实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数字化转型，

要把培养优秀的“演唱家”转变成为培养“儿童音乐启蒙专

家”，教师应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运用数字化教学工具，系统

分析小学音乐教材歌曲所具备的音乐特性、儿童演唱的生理

与心理适配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审美价值[4]。融入学生群体

中，加强对学生的引导，确保学生把自身所掌握的专业声乐

技巧，像呼吸、共鸣、咬字进一步转化成为适合儿童模仿、

接受的范唱能力，并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来对教材歌曲开展

适度艺术化处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数字资源库或

者其他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像智能伴奏、音准反馈软件，以

此来开展教学设计，落实实施融合声乐技能训练与小学教学

法实践的具体学习活动。

在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中，为了实现进一步促进教学

内容的数字化转型，要求教师打破传统的依据唱法或者时期

划分的教学格局，坚持围绕小学音乐教学的核心任务来落实

重新整合学习内容，像教师在采用可视化软件的背景下，让

学生了解儿童嗓音发音规律、科学练习练声法，并进一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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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与成人训练之间存在的差异。教师也可以以小学音乐教

材单元为着手点，积极采用资源平台，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

进行研究学习指定曲目，其中所涉及的学习内容主要有音乐

与文化分析、利用 AI 工具创编伴奏、在虚拟平台中试教，

以此来发展学生的专业能力。另外，教师还应依据在小学音

乐课堂中常见的声乐教学场景，像班级歌唱教学、戏曲片段

学唱、采用数字工具辅助学习等，落实在虚拟仿真、真实见

习中，让学生在高校声乐课程学习中开展反复演练[5]。

在当前教学手段不断创新的背景下，可供教师采用的教

学手段是多样化的，为了实现将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

课程，并促进数字化教学转型，教师应采用翻转课堂与混合

教学模式，在具体授课之前，教师可以安排学生利用资源平

台来自主学习理论，像儿歌嗓音知识、歌曲背景，并完成观

看相关示范案例视频。而在实际学习课堂中，开展基于虚拟

仿真或安排真实任务的实践环节，让学生进行小组协作，对

学习重点深度探讨。同时，教师也可以采用项目式学习手段，

给学生提供具体的学习主题，像要求学生“给小学一年级设

计并实施声乐教学”这一真实项目，让学生以团队的形式进

行学习，具体学习阶段主要包括需求分析、利用平台进行资

源检索、开展教学设计、虚拟试教，并在仿真的环境中呈现

学习成果[6]。

3.3 落实优化保障机制

教师要意识到把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教学

工作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仅

要落实数字化教学手段的创新，还要制定完善的保障机制，

其中应构建高校声乐教师与小学教师的双导师制度，在明确

双方在具体的课程设计、资源建设、教学实施的相关权责以

及共同协作的流程以后，高校还要把教师参与小学教研以及

指导实践等内容融入具体的评价体系中。还要实现制作制定

资源准入与更新机制，资源准入机制要求高校制定小学音乐

教材数字化资源入库标准，如确定小学音乐教材的艺术性、

技术性、教育性，并构建由高校课程专家、名师、技术专家

共同组成的审核小组。除此之外，为了确保采用的小学音乐

教材内容具有时代性、发展性，还要构建资源动态更新机制，

以此实现根据小学音乐教材的修订以及数字技术的发展及

时更新教学资源，确保将小学音乐教材更好地融入到高校声

乐课程教学中[7]。

4 结语

将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中是具有

现实意义的，而在后续的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中教师也要

迎合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各项要求，善于改革和创新，落实采

用数字化教学模式来加强小学音乐与高校声乐课程之间的

融合，通过这种手段来突破人才培养与基层需求脱节的问题，

提升整体教学质量。而为了实现把小学音乐教材融入高校声

乐课程数字教学工作中，促进教学工作改革，则要求教师落

实构建融合教学新生态，并落实教学目标、内容、方法的数

字化转型，还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制定完善的保障机制，

通过这种手段来落实课程重构，让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工作在

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为促进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学

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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