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

2022

年09

月
中

青
春
岁
月

一、课程思政与儿歌弹唱

要想把“课程思政”融入到教学中，我们首先应该

清楚“课程思政”是什么。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其他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随后，“课程思政”

一词如雨后春笋般在各高校生根发芽。笔者认为，“课

程思政”就名字来看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课程”，

即我们每位老师所讲授的课程；第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而作为一名学前教育工作者，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学

前教育教学上，做到如朱飞晔教授所说“盐溶于水”的

效果，正是我们的心之所向，情之所往。

而要想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儿歌弹唱中，我们在了

解课程思政的起源后，还应该清楚儿童歌曲弹唱的内

涵。儿童歌曲弹唱作为我国学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

是我国五大领域之一的艺术领域中音乐的核心课程。

同时，它也是从事幼儿教师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技能，

并在各大幼儿园与早教机构中的音乐教学中，有乐器

之王美誉的“钢琴”应用的也是最广泛的。根据国家

规定的学前教育专业培养方案，掌握钢琴的基本弹奏

技能，并学会为儿歌编配伴奏，进行弹唱，这是幼儿

教师必备的基本功。

二、《幸福少年》中的思政元素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的提

出了三个倡导，既代表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代表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和代表个人的

“爱国、诚信、敬业、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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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家教育部一直在倡导课程思政，而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如何与思政元素相结合，尤其是儿歌弹

唱这一艺术形式又如何进行思政教育，这对于当代的一线教师来说都是需要进行探索与尝试的。笔者试图以戚建波

作曲，车行作词的《幸福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儿组歌》（以下简称《幸福少年》）为例，分别从课程思

政与儿歌弹唱、《幸福少年》中的思政元素、《幸福少年》组歌在儿歌弹唱中的思政教育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探

索学前教育专业儿童歌曲弹唱课程中思政元素在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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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基本内容。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中国音乐家协会指导下，中共威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创作

了《幸福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少儿组歌》。整

部组歌由中国著名词作家车行、著名曲作家戚建波完成

词曲创作，共包含 15 首作品，除了以二十四字命名的

十二首作品外，还包含一首开篇的《幸福少年》，以及

结束篇的《快乐少年》与《中国有我》。而之所以拿这

部作品为例，就是因为在整部组歌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能

找到其对应的思政元素，并且都能一一应用到学前教育

专业中的儿童歌曲弹唱的教学中。

三、《幸福少年》组歌在儿歌弹唱当中的思政教育

在明确了《幸福少年》组歌中具体的思政元素后，

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对《幸福少年》组歌中

歌曲的具体学习，即对歌曲中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融

合，并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过程。经过

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并结合思政元素，具体来说儿童

歌曲弹唱的教学过程就是一情、二技、三创。下面就举

三例来说明：

1、《平等歌》在儿童歌曲弹唱当中的思政教育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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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一，此谱例为《平等歌》的部分原谱：歌词开

头简单易懂，“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直接告诉学生我

们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要尊重对方，理解善待他人。不

仅给予了学生思想育人的内容，同时又弘扬了我们中华

的传统美德。一般我们在儿歌中都是采用这样的写法，

但是在这句歌词的后半句，又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

既爱心为虚，天平为实，“把爱心放上天平“，虚中有

实，实中有虚，进而把平等这一概念直接升华。从而引

导学生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使其在今后的育

人中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学工作。

在第二句开始的时候这首歌曲又紧握时代的脉搏，

“减少暴雨，减少狂风”，在这个以和平发展为大趋势

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但我们应该“把

风雨变成彩虹”，积极面对，坚守自己的岗位，努力提

高教师的职业道德。

在学习完整首乐曲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讨论：你们

知道哪些是平等待人的例子吗？哪些是不平等的例子？

能区分出来吗？通过学生的互动，进而表达育人的主旨：

传承传统文化、把握时代脉搏、提高职业道德。

以上是第一个环节，一情，让学生与乐曲产生共情。

在掌握乐曲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后，就来到了第二个环节，

二技，既技巧性的训练。

技巧性练习分为两步：第一是读谱，分析整首乐曲

的调性、调式、节拍、速度以及旋律、音区、音域等等，

通过这些来系统的分析整首乐曲是如何表达“平等”这

一主题的。如这首乐曲是 F 大调，交替拍子，速度为每

分钟 124 拍，情绪是明亮欢畅地，旋律主要以正三和弦

音为主，音区跨度小。通过这一系列的设计，表现出了

一幅积极向上，和谐友爱的社会关系。第二是编配和弦，

这也是我们学习儿歌弹唱的重点之一。如这时可选用大

小调两种调式给学生弹奏，问其哪一种是更加的具有平

等大气的感觉等等，让学生切实体会，进而产生联觉。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创。即创新、创作。

就是要教给学生如何运用不同的织体去进行创作。对于

一首儿歌来讲，和声可能是固定的，但是对于织体的选

择，却是千差万别，所以老师在这里可以引导学生：正

如我们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可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

成绩却又千差万别一样，我们虽然都在学习儿歌弹唱，

但是我们的嗓音条件、选择的织体却又不太一样，归其

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审美不一，进而在进行音乐创

作时，就会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我们在创作中应该怀着

一颗包容的心态去进行创作。通过这种方式，从而建立

学生勇于自我探索的思维模式，创作出属于自己弹唱风

格的伴奏。

2、《富强歌》在儿童歌曲弹唱当中的思政教育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例，我们的这首《富强歌》，它

是一首以增强自身使命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思政元

素的歌曲。在学习这首歌曲前，应先让学生通读全曲的

歌词，明确其中的感情基调，从而产生共情。以下是《富

强歌》歌词：

绿色的乡村越来越漂亮，红火的城市越来越兴旺，

前方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亲爱的祖国越来越富强。

中国梦在路上，中国路在东方，

中国造在开创，中国人在兴邦。

“绿色的乡村越来越漂亮，红火的城市越来越兴

旺”，这是《富强歌》的前两句歌词，而通过观察我们

会发现，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在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的形式：同学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啊？你认为小时候的家乡和现在的家乡有什么区别吗？

通过这样的引导：第一，可以让学生对这首歌曲产生共

情，因为每位同学都有自己的家乡，不管是城市还是农

村，总会有自己留恋的往事，留恋的人，通过第一个问

题，拉近了学生与歌曲的距离，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学

习兴趣；第二，可以让学生切实感受自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是如何做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又是如何“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通

过讨论的方式，直接把这首歌曲的情怀由小家变成了大

家，由自己的家乡变成了祖国，从而让学生自然而然的

产生出对祖国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

接下来我们再来观察歌曲的副歌部分，“中国梦在

路上，中国路在东方，中国造在开创，中国人在兴邦。”

连续的排比，使学生在诵读的时候就仿佛身临在祖国的

怀抱中，从而产生真挚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增强了自

身的归属感。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进行课堂的延伸，

例如：同学们知道中国梦是谁提出来的吗 ？ 歌词中所说

的中国路又是什么道路呢？我们中国比较厉害的制造业

是什么？我国的重要科学家都有谁等等。通过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在讲授副歌部分时，带领同学们重温党史，扩

展他们的视野。通过课堂的互动，进一步让学生对我们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增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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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于祖国的热爱。

在进行了上述的铺垫后，基本就达到了“共情”的

目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技”。由于本首乐曲是一首

多声部的合唱曲目。因此我们可以在练习演唱的时候带

领学生进行排练合唱。一方面，通过合唱这种新颖的方

式，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

在排练的过程中练习听力与音准，如自己在唱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倾听他人的演唱，从而对自己的音准进行评估，

从而培养听力与音准；最后，还可以让学生互动起来，

增加亲密感，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组织能力。

在训练完演唱的技巧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弹的技

巧。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如图二：

 
图二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首乐曲是一首二段曲式的

结构，降 B 大调，因此我们在正式练习之前应先将降 B

大调的正三和弦的和弦连接练习一遍。然后由于它是一

个二段曲式，因此在织体的选择上，我们应该采用两种

不同的伴奏织体进行创作。

而在第三步“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前面所作的

大量的思政教育就会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们的创作过

程，尤其是在选择织体上。例如在第一段，在描绘自己

的家乡，描绘自己的祖国时，大多数同学都会采用分解

式的织体来表达对家乡、对祖国的赞美之情，而在副歌

部分，在如此有气势的歌曲中，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会应

用柱式和弦去表达对祖国的歌颂。

3、《敬业歌》在儿童歌曲弹唱当中的思政教育

顾名思义，《敬业歌》就是一首提倡爱岗敬业、默

默奉献的歌曲，主题鲜明，但是如何让学生们感同身受

呢？如何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呢？本次我们在上课之前，

可以先播放一段感人至深、爱岗敬业的模范代表的视频。

如感动中国当中63岁的张桂梅，一名乡村教育工作者，

在 40 年如一日的奔走中，终于建成了全国第一所针对

贫困山区家庭困难女孩的全免费女子高中。通过观看这

类视频，让他们真切的感受一下那些孩子们上学的艰苦，

感受一下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光荣。从而引入今天的学

习内容《敬业歌》。

在播放完视频后，我们先让学生带着以下问题朗读

一下这首歌的歌词。

问题：你将来想成为一名教师吗？你认为作为一名

幼儿教师什么才是爱岗敬业？

通过带着问题去读，读后带领大家一起讨论。从而

增加学生对“敬业”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如歌词中的前

两句“螺丝钉有螺丝钉的风采，无名星有无名星的光彩”，

通过列举生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两个事物：螺丝钉与无

明星，进而提出“有小人物，但没有小职业”的结论。

这两句歌词为学生点明了正确的择业观，即职业不分高

低贵贱，小职业也可以展现大光彩。又如“大事小事分

不开”这句歌词，为学生们指明了正确的工作态度，即

工作内容没有大事小事，都应该整体看待。以上就是《敬

业歌》共情阶段的分析。

在第二阶段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带着对未来美好的向

往之情，带着正确的择业观进行乐曲的演唱与编配。如

在演唱中，我们应带着明快、热情的感情进行演唱。弹

奏上，我们应尽量选用一些跳音来表现这种明快的氛围。

而在第三阶段在进行创编的过程中，我们还应选择

与其相对的伴奏织体。如半分解式的伴奏织体、低音加

和弦式的伴奏织体、低音加半分解式的伴奏织体等等。

以上就是笔者以《幸福少年》中的三首为例的教学

探索，像上面这样的例子在《幸福少年》中比比皆是，

每一首作品都蕴含着大量的思政元素。因此笔者将这部

组曲拿来进行分析与研读，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吸引更

多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来加入到对《幸福少年》思政元素

的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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