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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演奏是幼几音乐活动五

项内容之一
，

它在培养幼少�的音乐

及整体素质诸方面能发挥积极的作

用
。

近年来这一点已越来越为幼教

工作者们所认识和重视
，

去年年底

许卓雅老师来穗的讲学也在这方面

起了指导和推动性的作用 这次公

开教学的六个音乐活动中就有两个

是以打击乐演奏活动为主要内容

的
。

但是
，

我们这方面的工作远未

到
“
收获

”
季节

，

如何使幼儿园打

击乐演奏的教学研究继续深入进

行�笔者认为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

步明确
，

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

思考
。

一
、

打击乐演奏活动与幼儿的

音乐及整体素质发展

打击乐须和着音乐的速度
、

节

拍
、

节奏来演奏
。

所奏的节奏音型

及音量
、

乐器音色又与音乐的情

绪
、

表现内容有关
。

还时常要根据

乐句
、

乐段的变化而转换节奏音

型
，

或变换音量
、

或变换乐器及其

演奏法
。

因此
，

幼儿园打击乐器演

奏活动有利于发展幼儿的节奏感
、

音色感
、

音乐结构感以及全面的音

乐感受力
、

打击乐通常有一个歌�乐�曲旋

律
，

而且有可能是超出幼儿歌唱能

力
、

但在他们感受力范围内的篇幅

较大
、

音域较宽
、

节奏较复杂的歌

�乐�曲
。

这个
、

旋律声部及其伴奏声

部
，

再加上幼儿演奏的一至多个打

击乐声部�常用的是两
、

三声部
，

大班有时可增至简易的五声部�
，

便是颇为丰富的多声部合奏
。

如果

条件成熟
，

还可以用钢片琴
、

木琴

等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以两到若

干个音构成的伴奏音型加入演奏
。

对于普通的
、

没有掌握更多乐器演

奏技能的孩子来说
�

参加这样的合

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

是一件

很新鲜有趣
、

很兴奋的事
，

亦即可

获得一种生理上的快感和 甘理上的

满足感 从中他们的音乐视野得以

拓宽
，

多声部感�过去中国人被认

为较缺乏这种音乐素质�以及与他

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也得到发展
。

各种打击乐器的操作
、

打击乐

的演奏以及作为持乐器演奏前准备

的各种随乐身体动作
，

都可以发展

幼��协调的肢体动作能力
�

以及

视
、

听觉与运动觉的协调能力

不同的打击乐器有不同的音

色
、

音量
，

同一件打击乐器由于受

击面积
、

位置
、

强度
、

时间的不同

也会发出各异的音色和音量 在为

旋律配打击乐声部时
，

教师可与幼

儿一起选择
、

确定每个乐段或乐句

的音色
、

音量乃至具体奏法 即使

是节奏音型的选定
，

幼儿也可参与

或部分地参与 这在教师的角度
�

是 启发式教学方法 � 在幼 少�的角

度
，

则是主动的学习
�

探索和创造

精神的发展

二
、

幼儿园打击乐演奏活动四

个环节

许卓雅老师讲课时指出
，

打击

乐演奏活动的进行可归纳为四个环

节 首先是熟悉作为旋律声部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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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曲
。

应注意不仅要熟悉旋律
，

还应感受到音乐的情绪内容
、

乐句

乐段结构

这个环节可借助歌唱
、

欣赏活

动完成
，

即前后两个活动内容的教

材是同一首歌�乐�曲
，

而前面的歌

唱或欣赏活动已将后面的打击乐演

奏活动的第一环节概括在内
。

当然

也可以调过来看
，

即打击乐演奏活

动是歌唱或欣赏活动的发展
、

协同

目标
。

笔者认为
，

适度地采取在一

个教材的教学中贯穿两种或两种以

上内容
、

目标�在一个或若干个单

元活动时间完成均可�的做法的意

义在于
，

它可使幼儿从感受
、

体

验
、

表演
、

探索
、

创造等多个角度

融入到一个音乐作品的形
、

情
、

意

等多个层面
，

使之对音乐的了解更

为细致
、

深入
、

全面
。

第二个环节是掌握打击乐配器

的整体布局
。

打击乐声部可分为基

本节奏音型和乐器声部配置两个因

素
。

例如
，

基本节奏音型
� � �

加上乐器声部配置之后可变成
�

�

产�

也可以说
，

基本节奏音型是多

声部乐器配置的整合
、

简化
。

因此

让幼儿掌握基本节奏音型是首要

的
，

手段以身体动作为主
。

而不同

的动作�如拍腿
、

手
、

臂
、

肩
、

跺

脚等�又可代表不同种类的乐器
，

即以身体动作练习基本节奏音型

时
，

已蕴含了乐器声部配置的因素

在内
。

此外
，

用模仿乐器声音的像

声字唱节奏音型也是常用的方法
。

严格地说
，

上例 �是一个复

合节奏音型
，

即下声部和上声部组

成主要节奏音型
， � � �
中声部

则是辅助节奏音型
， � � 在这种

情况下宜先让幼儿掌握主要节奏音

型
，

之后再加练辅助节奏音型
。

这一环节可以引导幼儿参与创

编打击乐配器
。

为已有的基本节奏

音型配乐器音色较易
，

开始还可以

仅留一句或一个声部让幼儿选配乐

器
，

也可以给出两或三件乐器让幼

儿从中选择
，

以降低难度
。

之后再

逐步过渡到为歌�乐�曲配节奏音

型
。

第三个环节是分声部合练
，

即

几个声部同时演奏
，

但每个幼儿仅

参加一个声部的演奏
。

练习一般从

徒手到持乐器
。

最后环节是发展的练习
。

包括

让幼儿调换乐器声部演奏� 设计并

试奏新的配器方案� 尝试当指挥等

等
。

四个环节环环相知
，

前一环节

没有铺垫好则后一环节不可能很好

地完成
。

三
、

问题与思考

这次的两个有关课例都进行了

上述第二
、

三环节的话动
。

其中一

个大胆地把重点放在让大班幼儿为

给定节奏音型选配乐器音色上
，

旋

律是陕北 民歌风味的 《拥军舞
曲》 � 另一个则细致地展示了中班
幼儿从以身体动作掌握打击乐的整

体布局�又称学习动作总谱�到徒手

以及持乐器分声部合练的全过程
，

旋律是 《斗牛士进行曲》 。

在实践

方面
，

两者都有一定的突破
。

但正

因为是探索和尝试
，

也就难免还有

一些不尽人意之处
，

如活动中某些

教学环节过长
，

有时教师讲话多

了
，

幼儿的反应不够主动
、

自然

等
。

细想这些问题的涉及面可以很

深很广
，

在此仅把笔者对当前本市

幼儿园打击乐演奏以及相关内容的

教学活动所作的一些调查
、

思考和

问题
、

意见提出供讨论
�

�一�正式乐谱的使用及读谱教

学的问题
。

此处指的是以简谱或五线谱记

谱法标记的正式乐谱
，

非身体动作

总谱
、

语音总谱
，

也非形象地描绘

节奏及各种乐器发音特征的图形总

谱
。

幼儿园打击乐演奏活动用不用

正式乐谱�目前两种意见
、

做法都

有
，

这次两个课例也是一个用了
，

一个没用而以身体动作总谱取代
。

用正式乐谱的理由是
，

孩子学习读

谱并不太困难
，

感性认知应该上升

到理性层面
，

还有利于与小学音乐

教学衔接
。

反对者则认为
，

幼儿认

知事物具有形象性
、

整体性的特

点
，

而动作
、

语音
、

图形总谱正是

针对这一特点设计的
，

幼儿容易接

受
，

教学时间缩短
。

那么
，

是否可以尝试从小班用

动作总谱开始
，

逐渐引入语音
、

图

形总谱
，

到大班再向正式的节奏乐

总谱过渡�或是把正式乐谱的教学

留到小学�又或让两种教学实践在

幼儿园同时并存�同时并存的话
，

则是否有必要
、

有可能以长期跟踪

的方式
，

具体比较一下在幼儿打击

乐演奏活动中
，

只用动作
、

语音
、

图形总谱与兼用正式乐谱�包括何

时
、

如何进入的问题�在教学时

间
、

短时及长时效果等方面的差

别�

有一点应该说已取得共识
，

即

符合幼儿学习心理特点
、

富有成效

的正式乐谱读谱教学也需从感性到

酬生
，

从具体到抽象
。

教学过程中

往往也需辅之以动作或语音
、

图

形
。

从这个角度可见
，

正式乐谱与

动作
、

语音
、

图形谱并不是对立

的
、

互不相干的
。

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在教学中可否结合
、

如何结合

是很值得研究的
。

例如图形谱
，

它与正式乐谱一

样
，

也是把听觉上的时间单位转换

成视觉上的空间单位
。

所不同的是

乐谱重点在准确地记录音的长短方

面
，

其余除了渐强渐弱有较形象的

标记外
，

多以文字或字母表示 � 图

形谱则借助人的通感
，

力图形象地

反映旋律线特点
、

强弱变化
、

重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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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者
。

也就是说
，

用于幼儿打击

乐的音乐作品在风格
、

情绪上须为

幼儿所易于感受
、

理解� 在节奏节

拍和曲式结构方面各年龄班也有自

己所适宜的范围 � 那么
，

是否相应

的就应该有各年龄班所适用的若干

种基本的打击乐节奏音型和若干类

型的配器声部
、

织体模式�

以小班为例
。

根据目前我们的

实际情况
，

小班打击乐宜以情绪欢

快
、

四二拍子
、

两至四乐句乐段结

构的音乐作品为主 � 相应的打击乐

节奏音型则从以四分音符为单位的

单声部随乐击拍�见下例 ��逐步发

展到四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组合而

成的简易两声部
、

三声部织体�见

下例 匕
、

�� � 乐器配置可从全曲一

个模式发展到以乐句为单位变换模

式
，

但一曲一般不超过两个配器模

式�如下例 匕与 �的搭配�
。

�����

、

���︸
、�︸���
、
������一�
�
��一���

��一、��一、����︸
、
���附﹂﹄卫。

、
丝�
、�

�
门曰日日日日曰曰曰日日
�

位置
、

乐器音色特征以及乐句
、

乐

段结构等
，

反而在表现音的长短上

可能只是轮廓式的
。

还有就是乐谱

的记谱已有世界通用的规定符号
，

这符号有其形象性的一面
，

又有其

概念化
、

公式化的一面
，

学习读谱

既要运用形象思维
，

也要运用逻辑

思维
。
图形谱的记谱则是相当个性

化的
，

很形象
，

但同一乐谱可能记

出不同的图形符号
，

于是要使学习

者先统一对特定符号表现意义的认

识
，

才能正确地视谱
。

应该研究幼

儿对这两种谱的学习心理
，

比较其

异同
。

总之
，

要用正式乐谱就应研究

视谱教学
。

我们在公开教学中常常

只看到结果
，

即幼儿看着乐谱演奏

打击乐
，

却没有看到读谱的教学过

程
�

于是难免产生幼儿主要是在视

谱奏还是在凭记忆背奏的疑问
，

因

为若非经过系统训练
，

只是临时突

击的话
，

对幼儿来说
，

一首乐曲的

背奏比视奏更容易
。

再有一点
，

正式乐谱和图形谱

都是以视觉为媒介的
，

所以都存在

美化的问题
。

经常看到在白纸上画

黑色符号的傲法
，

这不能给人美

感
，

也不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美

化的办法很多
，

最简单的可加上色

彩
，

简谱中作为节奏单位的交叉符

是否也可用花或星型等图案取代�

如果不同的乐器声部分别是不同的

颜色
，

幼儿不是很容易从总谱中找

到自己的声部�色彩还可以帮助明

确乐句
、

乐段结构呢
。

�二�掌握幼儿打击乐编配的规

律及常用音型
、

声部和织体模式的

重要性
。

幼儿打击乐的编配在节奏音型

和乐器声部配置上都受到一定的制

约
，

于是就应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

制约之一是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其音

乐素质
、

学习打击乐演奏的时间
。

二是音乐作品的风格
、

情绪
、

节奏

节拍和曲式结构
。

后者又首先受制

旋律

打击乐

�认�

木鱼 三角铁

大鼓 铃鼓

响板 碰铃

铃鼓

大鼓

从小班到大班
，

用于幼儿打击

乐的音乐作品的风格
、

情绪从较单

一逐步发展到较多样化
，

如情绪不

仅有欢快的
，

也有宁静的
、

抒情

的
、

雄壮有力的等等� 节拍在四二

之后逐步进入四四
、

四三
、

八六 �

结构在乐段基础上逐步向两段体
、

三段体
、

甚至回旋曲式扩展
。

而幼

儿演奏的打击乐节奏音型也在四分

音符和休止符的基础上加入八分
、

二分音符和休止符
，

甚至可以有切

分音
、

后半拍进入等较复杂的节

奏� 配器声部从一个到三个
，

织体

也由简到繁
，

配器模式从一曲始终

不换到一曲换两次
、

三次
。

总之
，

在整个学前期进步可以是很大的
，

如果这方面的教学活动开展得好
，

还可能出现超水准的发展
。

但是
，

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有

其相对稳定的总体水平
，

发展幅度

再大也有一个基本范围
。

据此应可

以归纳出适合当时幼几年龄特点
、

由浅入深的若干种常用的节奏音型

和配器声部
、

织体模式
。

这归纳的

结果是幼��打击乐编配的内在规律

的反映
，

它既是科学的
，
又是实用

的
，

可以成为当前实践的一个立足

点
。

教师若在总体上掌握了所有这

些常用节奏音型和配器声部
、

织体

模式
，

明白了其中的发展规律
，

在

教学中就能踏踏实实地从基础抓

起
，

循序渐进
，

在创编时就有据可

依
。

积累是创造的基础
，

若是幼儿

参与创编
，

他们开始往往就是在已

掌握的节奏音型
、

乐器配置模式中

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一种
，

或在原

有模式基础上变化
，

进一步的创意

也仍然与其积累相关
。

而上述常用

音型模式就应成为这积累的基本内

容
，

由于整体上它非杂乱而是有序

的
，

所以便干调用
。

�三�教学研究应立足于系统的

长时段教学活动
。

我们常常用公开课的形式展示

教学研究的成果或过程
，

也就是

说
，

通过某个有创意的教学环节
、

活动设计
、

活动步骤以及其中幼儿

的反应
、

学习成效等体现一种新的

教育观点
、

教学方法
。

然而
，

一种

新的教育观点
、

教学方法的实施住

往需要系统的长时段教学活动的贯

穿
，

公开课仅是其中一个点
。

当

然
，

这个点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整个

相关时段教学活动的反映
。

以打击乐演奏活动为例
，

先看

作为一个数学单元的四个环节
。

一

次公开课只能进行一到两个环节
，

但如果要进行第二环节中让幼儿参

与创编打击原配器的内容
�

就必须

有第一环节中对音乐作品情绪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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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夔鲍淤 广州地铁好歌
︸

小牙屁助

口 黄小红

口 李妍莺 口 赵绮萍

小 牙刷
，

就是好
，

天天亲我牙宝宝

刷刷刷
，

冒泡泡
，

牙宝宝呀白又牢
。

�作者单位
�
广东省委机关幼

儿园�

娃娃做了奇异的梦
，

有趣的梦境真好玩
�

轻轻躺在白云上
，

太阳照得暖洋洋
。

高耸大厦顶云霄
，

登月不用坐飞船
。

高速公路像彩带
，

直通宇宙一瞬间
。

�作者单位
�
广州市中山六路

幼儿园�

广州地铁真正好
，

就像 巨龙向前跑
，

安全快捷又干净
，

不会塞车没烦恼
。

我坐地铁心欢喜
，

一路歌声一路笑
�

广州人民志气高
，

羊城处处换新貌
。

�作者单位
�
广州市西村幼儿

园�

哥称庵�萝匆建新房
口 陈谧康

工地上
，

建新房
，

建了一幢又一幢
。

玩游戏
，

搭积木
，

也给玩具建新房
�

大象胖
，

鼻子长
，

给它盖间大楼房 �

小松鼠
，

个儿小
，

给它小 间也宽敞
。

大家住得真舒服
�

夸我巧手小工 匠
。

�作者单位
�
上海市少先队活

动杂志社�

放
�

互鱼 鑫查 �鱼‘ � �

风 等
李延坚词曲

�” 丝 �
‘ 一 ’�霖效�

�

线 侧卜决 跑
厂 �完争�器二
二之 �

� 户� 、

� � 下��一天�。 。 �� 一 卜
�毛头对我 笑

。
止篮

司

些一巨 � ��
·

轻轻甲几
‘ 子
雀卜

二之

全头

一

挂彩画
， 一

健瓦

「兰兰巨全 ��一 ��
竖中，指

，

专我心手巧
。

构的把握作为铺垫
，

因为这是配器

的依据
。

幼儿能否选配好乐器
，

也

就看出他们能否感受
、

把握住音乐

的情绪和结构了
。

再看作为幼儿园从小到大各年

龄班循序渐进的一个重要活动内容

的打击乐演奏教学
，

如果是立足于

系统的长时段教学活动的教学研

究
，

在中
、

大班的话动中就能看出

小
、

中班的教学成效
。

如幼儿在和

教师的对话中
、

在学习动作谱
、

语

音谱时
、

在视奏图形谱或正式乐谱

时
，

在和同伴合作及看指挥演奏等

方面都会有感受
、

理解
、

反馈
、

协

作方面的不同程度的默契
。

一个教

学活动建立在有关的系列活动之

上
，

对于幼几来说其中有许多熟悉

和较熟悉的因素
，

这成为他们学习

新内容的基础
，

于是新内容的学习

时间因此而缩短
。

这是临时设计
、

准备的公开课所做不到的
，

也是后

者有时出现幼儿反馈被动或游离于

主题之外
，

又或反馈正确却不 自

然
、

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兴奋和热

情
，

以及教师不得不多讲话
、

教学

环节无法不拖长的原因之一
。

据笔者了解
，

只抓公开课而顾

不上贯穿始终的教学研究的现象目

前较为普遍
。

只有改变这种现象
，

我们的幼教音乐教研才能深入进

行
，

我们的成果才经得起时间的考

验
，

才真正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性
。

�作者单位
�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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