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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 音乐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合格优秀的专业表演人才。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就是要加强声乐部分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

要求高职的声乐教学探索新颖的教学 方法，采取多样的教学模式，实施多样化的教学，从多方面弥补一对一授课形式的不足，从而提高教学

质量，促进教学改革和 发展。本文探讨了集体课、个别课相结合，艺术实践课、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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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学是一门 规律性极强的 应用 科学，也是高职院校音乐专业

的一门重要技能学科。高职院校音乐教学一般是采取个别授课形式，即

一对一教学，这无疑是 主要的教学形式和手段。教学因人而异，因材

施教，目的明确，完全符合专业特点；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能掌握科学的

声乐理论知识和科学的发声方法，还应具备完成课堂外的独立演唱、专

业表演等内容的艺术实践能力。因此，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必须探索新

颖的教学方法，采取多样的教学模式，更新教学内容，实施多样化教学，

采用集体课、小组课、个别课相结合，艺术实践课、多媒体教学等多种

教学手段相配套，以弥补一对一授课形式的不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1 集体课教学 

集体课教学作为声乐小课（一对一）的补充形式，也叫做声乐理论

大课。它包括以下诸方面的理论及其实际运用：发声器官的生理构造和

歌唱发声时的机能状态，歌唱中的喉咙打开，喉头的正确位置，歌唱的

正确姿势，歌唱的合理呼吸，呼吸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掌握运

用歌唱中的共鸣腔，歌唱中的咬字、吐字、声区的划分及其不同的特征，

从而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发声器官，对歌唱发声过程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

识。加强声乐教学法课也是高职院校声乐教学的重要环节。声乐教法课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变声期嗓音训练方法，不同类型的嗓音特点和曲目

的选择，常见的错误发声法的辨别和纠正，歌唱心理状态在教学和演唱

中的重要作用等等。通过教授声乐理论课，既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又丰

富了小课内容；既充实了学生的理论，又提高了学生 分析各种声音特点

和解决各种发音毛病的能力；既明确了高职院校声乐的教学目的，又能

准确为自己定位，使学生树立歌唱的正确观念，明确声乐教学中应注意

的问题，为日后成为音乐表演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小组课教学 

由于高职院校培养目标是专业人才及各艺术团体的音乐骨干力量，

而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是起点低，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通过小课教学

可以解决学生在歌唱中的共性 问题。它是声乐教学的一种补充形式，可

在声乐教学中穿插进行。 

小组课教学通常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两个至五个学生小组教学。可按

嗓音条件、演唱程度分组，每组所选练习曲要有共性，从简到繁，由易

到难，循序渐进。学生可集体发声训练，也可逐个发声训练。选唱的曲

目大多要篇幅较小、音区适中、音程跳动不大、曲式结构简单些的作品，

如舒伯特的《摇篮曲》，卡尔达拉的《虽然你冷酷无情》等 艺术歌曲，

学生容易掌握，有利于声音的连贯性、声区的统一及气息的支持等方面

的训练，有利于声音技巧的掌握。这样，学生可以通过逐个发声，增强

自己对各种声乐的认识。通过相互的语言交流去体会歌唱中咬字的语感，

通过演唱作品，了解对作品各不相同的理解和感受，使学生在声乐 学习

中相互取长补短，对声乐教学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小组课教学要依据因材施教、扬长避短的原则。要“精讲多练，讲中

唱，唱中讲”，及时提出训练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并 分析、解决。这样，

使不同条件和水平的学生都有一个基本的歌唱能力和歌唱技巧。此外，

还要注重培养学生间的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切磋技艺、友好协作、共

同进步的思想品德。 

3 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具有教学手段先进、教学对象少、教学内容集中、学生

参与性强、研讨性教学特点突出等等特点。它有利于传授科学的声乐教

学方法和科学的教学技能；有利于教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促进

专业教师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理论水平，更新教育观念，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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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充分提高声乐课的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的几种方法： 

多媒体教学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目的，不同的教学对

象，不同的教学条件，其教学形式和方法是多样化的。一般说来可以用

如下几种。 

3.1 演示法 

“演示法”是老师亲自或者利用多媒体系统，把要传授的内容和技能

通过音像作教学示范。如：在训练“歌唱呼吸”技能时，首先老师把有关

方面的理论和呼吸系统生理结构图通过媒体图文并貌的显示出来。然后，

利用动画片的形式将歌唱呼吸运动图在屏幕上演示。再播放几列错误的

和正确的歌唱呼吸演唱实例。 后，老师对歌唱呼吸原理和练习方法进

行分析总结，或者以学生为对象进行呼吸训练。这样，既可让学生迅速

正确理解歌唱呼吸原理和呼吸系统的生理结构，同时，掌握正确科学的

练习和教学方法。 

3.2 摹拟法 

“摹拟法”是摹拟教学不是模仿歌唱。是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方法，行

为，教学风格进行学习分析研究后，在老师规定的内容，规定的时间内

进行短时间的摹拟教学。也可以叫“角色转换”，这主要是对学生的声乐

教学技能进行训练培养。 

3.3 研讨法 

“研讨法”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对教学示范或者歌唱行为进行讨

论，讨论主题必须是集中的。必须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发言，必须有详细

的课堂讨论记录。这主要是训练学生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练习中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老师在组织讨论前准备好要讨论的内

容和主题，以及讨论对象。 

3.4 赏析法 

“赏析法”也就是声乐鉴赏或者优秀教学实例鉴赏。主要是培养学生

正确的声音概念和意识，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念，科学的评价方法。

同时培养学生丰富的音乐内涵和较高的音乐素养。 

3.5 讲述法 

“讲述法”是老师对重点理论或者新的观念进行重要论述和解说。它

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理论、心 理学理论、教学法、先进的歌唱和教学

理念、国内外声乐和教学思想和形势等。它要求老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

论功底，还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广博的见识，以及敏捷的思维能力。这样，

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4 艺术实践课教学 

这是一种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途径。当学生基本掌握了演唱 理

论和方法，有一定的听辨能力后，加强艺术实践活动会更有利于巩固和

运用理论课中学到的知识，发挥在技能课中学到的技能。可以采取月汇

报或周汇报的形式，让每个学生都独自上台演唱，并相互探讨长处或不

足，再请多位声乐教师加以点评、分析，使学生了解自己在唱法上存在

问题的同时，又识别他人演唱中的优点与不足，从而加深对发声的正确

与否的理解，引起重视。演唱观摩教学还可以使学生们了解到除自己在

演唱声部之外的中外声乐作品，在风格的掌握、艺术处理、演唱经验的

积累、舞台表现、识别声音优劣等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声乐是一门表

演艺术，离不开舞台表现，我们可以通过舞台演唱来体现课堂教学效果，

检验教学方法，学生只有自己通过大胆自如的演唱，才能自信地进行范

唱教学模拟。此外，还可以通过排练合唱，进行集体发声练唱，对合唱

作品的 内容理解和声乐分析、创作方法、作品处理、艺术表现等方面进

行统一训练，从而培养了学生对集体歌唱意识和在集体中把握自我歌唱

的能力，同时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感受能力。 

另外，艺术实践还可以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参加教学实习和艺术演

出活动，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不断提高学生演唱、教学、组织、编导

的综合能力。因此，高职院校成立的艺术团、音乐俱乐部等都是音乐专

业学生艺术实践的 好课堂。 

总之，在高职院校中，声乐课的教学主要应采取一对一的授课方式，

它能集中解决教学中的差异，能充分运用不同教材，对不同程度和不同

素质的学生进行有效的授课，是提高声乐技巧的重要手段。而通过开展

集体课教学、小组课教学、多媒体教学、艺术实践课教学则可加强教学

的透明度，有利于教学成果的体现，从诸多方面弥补一对一授课形式的

不足，从而大大提高教学质量，有利地促进了高职院校声乐教学的改革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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