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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视唱练耳是学习音乐的基础学科之一，属于识谱的一个技能训练，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乐感，并通过这些感觉来积

极的训练识谱。通过视唱练耳，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积累素材、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对学生音乐的感受理解和演奏方面都有着很大的

帮助。但是在传统高中阶段，由于学生身上肩负着各种学习压力，对学生视唱练耳方面的技能没有充分的训练。新课改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

高中音乐的地位也得到了不断提高。笔者对高中音乐的基础学科视唱练耳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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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练耳主要是考验学生对音高、节奏的感知能力和记忆能力，教

学目标也是提高这一方面的感知记忆能力，视唱主要注重阅读简谱或者

五线谱，然后将其唱出来，而练耳主要注重对曲谱或者歌曲的分析和感

知，而且分析感知到的音乐信息越丰富越具体，就意味着学生的音乐水

平越高。视唱练耳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训练而成，因此为了提高学

生的视唱练耳水平能力，教师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进行视唱练耳教学。 

1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学生在课堂中的训练 

在音乐当中，不管是那些唱歌好，也就是俗称“五音很全”的学生，

还是那些耳朵感知力好的学生，他们都经历了不断的训练。而在传统教

学过程中，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充斥了教师讲课的声音，而没有学生练习

或者音乐的声音，削弱了学生的训练，不利于学生视唱练耳水平提高。

因此教师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学生的课堂视唱练耳训练。 

比如在《祖国颂歌》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先大体上简单

的讲解关于群众歌曲和艺术歌曲的知识，剩下的时间再去引导学生进行

训练。教师可以将《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和音乐展示出来，让学生倾

听，然后让学生说出关于乐曲的感受，然后让学生跟唱，让学生在跟唱

过程中练习自身的五音，然后不断的让学生进行训练，学生训练到一定

程度，就可以将歌词改成曲谱让学生再次深入的训练。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将主体地位交给学生，加强学生在课堂中的视唱练耳训练，可以通过

教师引导让学生的视唱练耳得到充分有效的东西提高。 

2 创设相应教学情境，加强视唱练耳情感共鸣 

在音乐中蕴含着大量的情感，可以说如果没有情感，那就没有音乐，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体现，因此不管是在唱的时候需要唱出情感，在听的时

候也需要倾听到其中蕴含的情感。基于此，教师在视唱练耳教学过程中，

可以创设相应的教学情境，在教学情境中加强情感共鸣，让学生将视唱练

耳和教学情境相互结合，从而增强学生视唱练耳的情感表达和感受能力。 

比如在《高山流水志家园》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先为学

生讲解钟子期和伯牙的故事，让学生明白高山流水的典故。然后再让学

生欣赏广陵散和流水两个曲子，创设相应的教学情境，“假设你是伯牙或

者钟子期，你遇到知己会产生一种怎样的感情，哪一个曲子体现了这种

心情。”然后学生就能明白知己相遇应该是喜悦高兴的、就能体会到流水

这首曲子，而广陵散体现的就是知己难寻，这样在视唱的时候学生也能

够表达出这种情感。通过相应教学情境创设，让学生达到情感上的共鸣，

从而让学生的视唱练耳更具情感，并进一步提高学生视唱练耳的水平。 

3 乐理知识和视唱练耳相结合，提高学生整体音乐水平 

如果说视唱练耳教学能够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唱音乐、如果去感受欣

赏音乐，那么乐理知识就是整个视唱练耳教学乃至整个音乐教学的钥匙，

贯穿于视唱练耳的始终。但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对乐理知识和视

唱练耳这两个方面的教学没有充分有效的结合，要么是忽略了乐理知识，

要么是忽略了视唱练耳。新课改下，教师需要充分的将乐理知识和视唱

练耳教学相互结合，从而提高学生整体音乐水平。 

比如在《冼星海》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主要是介绍这一音乐家以

及欣赏他的作品《黄河大合唱》，教师可以在欣赏《黄河大合唱》的时候

来加入一些乐理知识，《黄河大合唱》里面有男生也有女生，男生和女生

唱歌是不一样的，这就是音色的不同，然后其中有高音甚至低音， 高

的音和 低的音之间就是音域，还有一些音名、大调以及小调等等。通

过这样的乐理知识和视唱练耳结合，可以让学生在练耳的时候了解整首

歌的基本构成，也可以让学生在视唱的时候注意其中的乐理知识，有利

于提高学生整理音乐水平。 

综上所述，视唱练耳课程是音乐学习的基础课程之一，其能力的高

低能力引起音乐学习中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学生学习音乐有很大的

影响。为了提高学生视唱练耳的能力，教师要尊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

地位，加大学生课堂训练量，从而在训练中促进学生视唱练耳。教师还

可以创设相应教学情境，从而和视唱练耳形成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让学

生更好的学习视唱练耳。教师需要将乐理知识和视唱练耳有效结合，让

学生在充分理解乐理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视唱练耳，这样可以提高学生整

体音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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