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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近年来扩招，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学生

迅速增加，传统的声乐教育“一对一”授课模式已不

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教学要求，在有限时间内如何培

养学生学有专长，同时兼备良好文化艺术修养、健

康心理人格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即更加注重人才的

实用性。高师人才是高师音乐教育面临的重要课

题，根据教学需要，构建具有特色的高师声乐教学

模式是扩招后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 教学目标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能胜任中小

学音乐教学任务或中等师范院校音乐教育，厂矿、

大众传媒等文娱团体。从声乐素质方面说，他们需

要有一定舞台表演的专业高度，掌握声乐基础理论

知识，歌唱基础技能技巧，分析处理一般声乐作品，

有一定的范唱、教唱能力。个别条件好，优秀的学

生能达到表演专业声乐学生的标准，在艺术上，能

独立的分析一般声乐作品，有一定的理解力、表现

力和感染力。高师声乐教学还应打破学科界限，拓

展教学领域，在声乐教学中引进自弹自唱内容，合

唱训练、声乐鉴赏等。再次，为学生提供在中小学、

厂矿、文娱团体等实践的机会。

二 教学模式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在我国，一般的本科师范院校教师大多数来自

专业音乐艺术院校。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大都是照

搬自己在音乐艺术学院学习时的训练方法，用这种

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虽然在课程上接受了一定的

师范教育知识具有一定的师范意识，但由于在声乐

学习上更多的是受音乐艺术院校的教学模式的影

响，使他们在声乐教学上仍旧走的是培养声乐表演

人才的路子。

高师声乐教学的人数较多，课时的安排有限，

除少数悟性较好的学生学有所成外，大多数的学生

毕业后非但没有专业的歌唱状态，从声乐课上也只

是学到几首歌而已，高师声乐课其实已经失去了它

应有的培养学生综合歌唱素质和一专多能的重要

作用。

因此，高师声乐教学应从声乐教学内容及授课

方式上寻求突破。应增设声乐基础理论课如《声乐

教学法》、《变声期训练》、《声乐基础理论》、《声乐心

理学》等。其次调整教材内容，增加实用性与民族

性的比重，开展不同的歌唱形式，如齐唱、对唱、小

合唱、重唱、组合唱等。

因此，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高师声乐教学与社

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目前高师声乐教学中

重中之重问题。

三 高师声音教学中多元化授课模式
在声乐教学中多元化的授课模式是一强化教

学的好方法，下面我就讲述一下六种不同的教学模

式。

（一）个别授课模式

这种授课模式是我们一直都在延用的一种传

统授课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要求

我们的音乐教育以及声乐课的授课方法和形式也

要随之而发展。

个别授课在学生学习声乐的过程中是不可缺

少的，但和其它模式相结合会更加有效。它的优点

是可以针对每个人的具体问题，进行更细致的讲解

和解决，授课时间相当长，师生之间的交流也会较

充分。但这种相对封闭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很难了

解他人的上课状况，缺少更多的参照系数，影响学

生思辨、倾听、表演等能力的提高。因此，除个别授

课外，还应给予学生多种授课模式。

（二）分组授课的模式

把3~5名学生进行分组授课，可以男生一组，女

生一组，或男女生一组。这种授课形式可以使学生

不单是听自己演唱，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优点，还可

以了解到其他同学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取得去粗

取精，举一反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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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个组的学生共同上课，就更容易看到各

自的长处和短处，从而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鉴赏

能力和演唱水平。具体授课方法是：

1.集体练习发声训练，又单独抽听，指出问题。

2.让学生分别演唱歌曲指出他的优缺点，提高

学生的欣赏和分辨能力，把平时学到的知识运用到

实际课堂上。

3.再让其他同学评说同学提出的问题是否正

确。给予肯定或否定，这样，让这个小组的每个同

学都参与进来并得以提高。建议每个小组的课时

不超过两个小时。

4.最后老师要对所有学生的演唱和发言进行讲

评，要准确地指出他们歌唱准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

方，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帮助学生分析产生

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学生间互相授课的模式

因为我们主要培养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所

以教师仅仅传授演唱技能是不够的，还要培养他们

“讲”和“教”的能力。要使他们的声乐演唱能力和

教学能力都达到普通声乐教师的水准。

1.首先要由老师制定授课表，可以两人一组互

相上课，也可以穿插开上课。这时授课的老师和听

课的“学生”要完全像师生一样的进行授课，老师和

其他同学可以做为旁听。

2.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把上课的内容先准备好，

曲目和内容可以由老师来因人而定。学生写好备

课笔记，由老师来审查、修改。要按照个别课的模

式，时间是一小时。

3.学生授课时老师要注意他们的仪表，讲课的

语言逻辑是否规范，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正确，是否

能让别人听懂他所阐释的问题，是否可以做示范，

授课的“老师”提出的问题是否正确，把握歌曲风格

和技巧是否准确，其所讲内容是否有理论根据。对

于以上的问题，老师最后都要准确地做出评价。

（四）公开课的模式

公开课就是让所有的学生听老师给一个同学

上课。上课的内容可以是准备好的，也可以随堂进

行。这种上课的模式可以使被授课的同学得到极

大的锻炼。因为他上课的一切内容和他所有的表

现以及优点、缺点都要公布于众。会很大的提高该

同学正确面对和有能力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改正这

一切，同时也提高了他的意志力和面对公众的能

力，会加速提高他的歌唱表演能力。

对于所有听课的同学来说，他们可以在别人身

上看到自己的缺点，并看得更清晰、更深刻、更透

彻，学习别人的优点及优点带来的益处，这些听课

的学生还可以听到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问题。因

为有些问题在他们自己身上根本没出现过，或者他

们的程度根本涉及不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所以他

们可能就听不到也接触不到。因此听别人上课能

学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理论和技巧，扩大了

学生视野。

教师在授课时要毫无保留地当堂指出学生的

优点和缺点，让学生正确分析原因积极改正，并继

续发扬长处，保持优势，从而达到公开课良好的教

学效果。

（五）学生举办教学演唱会的模式

高师声乐教学属于一门表演性及教学性课程，

要求学生不仅能自己演唱，并有一定的理论知识，

还要具备相当的表演和歌唱能力。只有通过演唱

才能表现出教学的学习水平和效果。因此平时一

定要注意提高学生的表演和歌唱能力，多给他们提

供和创造这样的机会。

举办学生的演唱会是声乐教学中是不可缺少

的内容和形式之一。具体方法是：

1.演唱会的参加者可以是本系内的全体学生也

可以是受教于某个老师的所有学生。可以选优秀

的学生参加，必要时也可要求所有学生参加演唱，

这样能够使所有的学生都得到锻炼。

2.时间可以定在期中或期末的时候，以举办期

中或期末观摩演唱会的形式，以此检验学生的学习

情况。或者放假时给学生布置好作业，在开学后举

办这样的观摩演唱会，检验学生在假期的练习情

况。学生毕业时，对优秀的学生，老师应建议他开

一场有意义的毕业音乐会。

3.内容可以是教师选定，也可以由学生自选曲

目，以开阔学生的欣赏视野，掌握不同风格的演唱

和技术形式。

4.在教学实习中，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使学生

得到全面发展。同时也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学习

态度，明确自身发展方向，增强学习的积极性。

（六）教师举办声乐基础理论知识讲座

在我国的大部分高师音乐教育中大部分都设

置了史论课与音乐欣赏课。但在一些院校中，对史

论及其有关的艺术的理论是很不重视的，结果只能

是欣赏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算是真

正掌握这些课程的精髓，也更不可能将其运用到自

己的实践中去。因此在教学之外，举办声乐基础理

论知识讲座能够丰富高师声乐教学的内容，使学生

在今后的教学中有实际意义上的帮助。（下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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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终生的学习者,要身体力行推动新课程改革的顺

利进行。最后引用戈培尔的话：无论设立的目标看

上去如何遥远，都不能不做出系统的描述。毕竟，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变迁，只要它是朝着正确的方向

发生的，就比方向错误的变迁乃至无方向的变迁更

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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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ull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s currently a profound chang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new curriculum brings a new concept to teachers：
learning styles change，people-centered ideology，curriculum ideas and a new outlook on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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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通过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总结出来的

六种高师声乐教学授课模式，我想如果每个学生都

能够体验到这六种教学授课模式，会大大提高他们

声乐学习和演唱的视野，对声乐理论知识也会有更

深层次的了解，使高师声乐教学与社会实际相结

合，为将来的声乐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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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e-to-one course delivery method i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music education.
However，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increasing requirements of teaching model nowadays. But a diversified delivery
method can equip the students with the specialt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vocal music and in the mean time，with
a sound accomplishment in culture and art，a healthy personality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fit in the society within a
limite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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