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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于高中声乐教学中的重要训练环节在于发生技能与情感表现的有机结合。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常常将教学的重点放

在了发声训练上，而忽视了学生声乐情感的表现能力的培养。文章通过对现阶段声乐教学中情感培养的必要性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对高中声

乐教学中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声乐教学中的情感体验做出了说明，希望可以有效引导学生对作品进行深入认识，让发声技巧

与情感体验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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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声乐作为音乐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可以直接进行艺术情感的表

达，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在歌唱的过程中，声与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

将两者有机结合到一起，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声乐的艺术魅力。高中的声

乐教学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技巧训练，同时也要对学生进行全面性的素

质培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发声训练上一味追求

声音的质量，没有将声音的质量建立在情感体验而引发的艺术表达和审

美需求的基础之上。在声乐教学过程中，过多的发声技巧训练不仅让学

生感到课程的枯燥物料，同时也让声乐的教学失去了科学合理的重心。

声乐教育应该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将情感体验所引发的声音技巧和精

神表现作为教学的核心内容，通过教学中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培养积极调

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在声乐技巧和情感表现力上得到共同的提升，

让高中的声乐教学得到质变的飞跃与发展。 

1 情感培养在声乐教学中的必要性 

声乐是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其集合了心理学、物理学、语言学、

表演学以及教育学等诸多学科。运用科学的演唱方法，让声乐演唱可以

发于声、及于情，激发听众共鸣的同时使其自然而然的融入到美妙的歌

声中，让声与情形成良好的纽带。但是对于高中学生来说，想要将声音

与情感有机的结合到一起，是基于长期的训练才能够得以实现。 

在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无法把控学生的自身条件，但是声乐演唱

的情感表达却是教师通过培养和训练得以让学生具备的能力。在课堂之

上，教师可以通过示范演唱、指挥、语言等多种表现形式来传达情感信

息。教师要以积极的情绪来感染学生，让他们掌握控制情绪的能力，以

积极的态度面对声学课程的学习。对于高中的学生来说，教师的教学方

法对他们具有深远的影像，通过对学生情感进行培养，可以有效激发学

生对声乐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到

学习中来，从而提高声学的学习质量，保证教学效率。 

2 高中声乐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急于求成的教学方法 

影响声乐教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教师如果不能够正确开展声乐教

学，不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那么违背了声乐教学的科学性，违反

了人体的正常生理现象。在高中的声乐教学要严格遵守循序渐进的教学

原则，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不断累积经验，让学生充分掌握发声技巧，

从此入手融合情感体验教育，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课程的学习。 

2.2 不能因材施教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常出现教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全面，无

法让学生的发声训练得到质的变化，这与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有

着密切的关系。在进行声学教学时，教师要因材施教，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来解决其发声训练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教学手段，准确把握学生的

教学方法，为日后的情感培养打下基础。 

2.3 教师主观主导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由于自身的主观兴趣和爱好，对教学内容

进行干预。常以自身擅长演唱方式来作为教学内容，不注重学生的个性

发展。高中阶段的声乐课程应该让学生掌握更广泛的知识，在发声训练

的同时让学生了解更多的声乐艺术和声乐教学的有关文化知识，提高自

身的审美能力，让学生积极正式声乐教学。 

3 声乐教学中发生训练的情感体验方式 

3.1 深刻理解歌词 

歌词是用来塑造歌曲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文学的表现形

式将歌曲中的思想情感和思想感受做了最为直接的表达，让艺术形象更

为生动。在音乐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对歌词进行深成次的解读，让

学生从朗诵歌词的过程中引发艺术联想，更好的体会声乐作品中的艺术

形象。透过对歌词的理解，让学生了解到情感表达的不同方式，通过对

歌词的感受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创作动机以及中心内涵，结合演

唱技巧将其中的情感进行表现，使意达词意、曲达词意。 

3.2 对旋律进行分析 

在进行声乐教学的过程中想要学生更好的从训练中体会情感，就要

引导学生对作品中的旋律特征进行分析，了解其动人之处。在进行作品

的演唱前，学生要对曲调进行反复的视唱，对其中的旋律起伏、节奏变

化进行深层领悟，了解其和声与伴奏的配置。从而对歌曲中的情绪与内

涵做整体的把握，通过运用歌唱技巧营造歌曲中的听觉效果，充分表达

作品中的情感，赋予歌声艺术表现力。 

3.3 营造音乐情景 

因为音乐是最富有情感的艺术，所以，声乐教学不单单是发声技巧

的学习，也要对学生进行综合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的过程中积极为学生

营造教学情景，充分培养学生的审美心境，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从而

让学生得到情感的体验。在良好的音乐情景中，让学生感受美的形象，

在新鲜的事物中激发学习兴趣，让环境产生宜人和感人的审美效应。根

据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心理创建审美氛围，营造学习气氛，让学生

从学习的过程中体会情感所带来的声乐表现的变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于高中声乐教学中发声训练的情感体验是需要长时

间积累的过程，教师只有在持续的教学过程中总结经验，付出实际行动，

才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到声乐的艺术魅力，才能够正确引导学生进行声

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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