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中国学校的声乐音乐教育除了在借鉴西方先进的声乐

音乐教育方法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中国声乐音乐的传承与发

展。中国绚烂多彩的声乐音乐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独具特

色的音乐文化遗产，它还蕴含着中国声乐音乐上下五千年的

文化，也承载着中华儿女深厚的民族情感，所以继承和发扬

中国声乐音乐教育对于学校音乐教育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2 声乐教学概述

研究声乐教育是十分有必要的，只要做好声乐教学才能

更好地发展音乐。而要想做好声乐教学，首先就需要先对声

乐有一个了解。由此，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阐述了声乐的相关

内容。

2.1 声乐教学的艺术特征

对于声乐教学来讲，其也是具有一定艺术特征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形象性与情感性。第二

个特征是创造性。第三个特征是活动的双边性。第四个特征

是审美的功利性与过程的定向性。

2.2 声乐教学艺术创造的原则

要想创造出声乐教学艺术，就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个

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继承与创造的原

则。第二个方面是内容与形式的原则。第三个方面是多样与

统一性的原则。

3 声乐教学艺术中的关系

声乐对于音乐的发展与音乐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

义，所以为了能够使得音乐更好的发展与传承，需要将声乐

与教学紧紧相连。由此，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阐述了声乐教学

艺术中的关系。

3.1 声乐教学法与声乐教学艺术之间的关系

要搞清楚声乐教学法与声乐教学艺术之间的关系，首先

就要先明白彼此的含义。对于声乐教学法是指老师采用教的

方式与学生采用学的方式相结合共同构成教学法。而教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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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是综合运用教学方法以达到教与学的完美契合。对于这两

者的关系，其教学法是教学艺术的基础，而教学艺术是教学

法的出神入化的一种表现状态。

3.2 声乐教学思想与声乐教学艺术之间的关系

要搞清楚声乐教学思想与声乐教学艺术之间的关系，首

先就要先明白彼此的含义。对于教学思想是指对于教学目

标、方法、内容、教学过程等的一种认识与理解，它体现着声

乐教学观的主要内容。而对于教学艺术，在上一部分中也提

到了它的内涵，是教学法出神入化的一种表现状态。所以，对

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阐述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教学思想指导了教学方法，而当教学方法达到了出神入

化的地步，即为声乐教学艺术的体现，同时教学艺术在进行

的过程中也时刻都体现着教学思想。

4 声乐教学中应该注意的相关内容

声乐教育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论是

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还是流行音乐的发展，研究声乐教

学都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阐述了声乐教

学中用注意的相关内容。

4.1 注重观念性问题

要想将声乐教学进行的更好，在教导学生之前首先就要

先让学生们注重观念性的问题，只有摆正好思想、心态才能

让学生们享受学习声乐的乐趣，也将这份喜欢化作为行动，

进而发展音乐。在学生们刚开始接触声乐时，要尽可能地避

免给学生们讲述一些关于民族、美声、通俗等等的概念，从而

让学生们感觉枯燥无味。在教导学生时，一定要采用正确的

理论方法进行教育，而且理论方法还会影响学生后期的实

践，所以声乐教师工作者们一定要找到合适、合理且学生们

能听懂，不觉得声乐枯燥的方法讲课。

4.2 注重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

在理论、心态上的问题解决好了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

是声乐教师们采用怎样的方法来训练指导学生们进行实践。

由此，在这一部分中主要阐述了针对学生实践，老师要采取

怎样的方法进行指导。

4.2.1 气息的练习

气息的联系是要学习声乐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这

一部分的练习就如同一座高楼大厦打地基一般，所以，一定

要采取科学的教学方法教学生们练习，也要让学生们将这一

部分的内容掌握地更加牢固。

对于气息的练习方法，声乐老师们在教导学生们时，可

以先让学生们观察下老师吸气和唱歌时身体各个部位的变

化情况，也可以在老师进行气息练习时，让学生们将手放在

老师的腰部、胸腔以及腹部等位置，用触感来感受在进行气

息练习时身体部位的变化。然后，老师再告诉学生们如何进

行气息练习，让学生们进行气息练习的过程中，用自己的手

放在腰部、胸腔以及腹部等位置以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情

况。同时，在进行气息练习时，老师也要告诉学生们在进行气

息练习时，一定要注重胸腔打开，胸廓固定。因为只有在这些

身体部位彻底打开，声音才能通过这些身体的通道发出来。

其次，老师在教导学生们练习气息这一部分时，也要让学生

们充分了解气息的深浅的不同，因为当吸气过深时，就会使

得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僵硬，而当吸气过浅时，就会就会导致

下行的气息不够。所以，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让

学生们把握好这个气息深浅的度。

在练习气息这一部分时，可以通过打“嘟”来练习，同时

可以让学生们更加直观地体会到腹部呼吸的状态，当然在学

生们练习的过程中也要强调，在练习的过程中不可以有明显

的吸气与呼气的动作和声音。

4.2.2 哼鸣的练习

哼鸣是声乐练习的第二个部分，但依旧是处于声乐学习

中打基础的阶段。在解决了声乐中气息的问题后，通过让学

生们学习哼鸣以帮助学生们更加准确地找到发声的位置以

及焦点，当然在进行练习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气息、哼鸣以

及声带振动这三部分的比例要处于合适的范围。

在练习哼鸣时，可以先让学生们进行闭口哼唱以找到正

确的感觉，然后再进行开口哼唱，在做开口哼唱时，要保证嘴

巴在随意活动的过程中不影响哼唱的状态，以确保在以后唱

歌的过程中不会因为嘴巴的动作而影响到声音的完整性与

统一性。

4.2.3 发声训练的练习

在解决了气息、哼鸣的问题了之后，接下来最关键的问

题就是发声的训练了。在进行发声的训练练习中，通常会涉

及母音的运用，即“a、o、e、i、u”。理论上讲，母音的选择往往

是依据学生自身而定的，但考虑到学生比较多的情况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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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会使用“u”这个音，因为使用“u”这个音可以更好的帮助学

生们打开胸腔，让声音更加的畅通，而且这个音相对来说更

加的圆润，从而让学生们更好地带入到其他音中。不仅如此，

这个音还会更好地解决挤、卡以及压的问题，让学生们更好

的练习发声。

4.2.4 唱歌中的辅助练习

对于声乐中的辅助练习包括两部分，即微笑和哈欠的问

题。在这一小部分中主要阐述这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辅助练习中的微笑的部分。在学习音乐这条路

上，一般都是有机会登台表演的，所以在登上舞台面对观众

时，一定要面带微笑。为了有更好的舞台表演效果，在唱歌的

辅助练习过程中一定要注重面带微笑的练习。比如，在唱歌

的过程中可以让眉毛往上挑，笑肌抬起来，进而营造出一种

更加精神、面带微笑的精神状态。

其次是辅助练习中哈欠的部分。练习这种哈欠是为了能

够更好地练习“u、o”。首先可以先让学生们做闭口打哈欠的

动作，然后在进行开口打哈欠。通过哈欠的练习是为了能让

学生们在唱歌时自然且放松的进行。

5 结语

中国的声乐音乐历经几个世纪传承至今已是不易，而今

作为新时期的新一代亦当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继承

和发展中国优秀的声乐音乐文化。要想让中国声乐音乐在世

界的音乐文化中得以永恒，中国各大学校应担起传承和发扬

中国声乐音乐教育文化的重任，以其声乐音乐文化为根并加

以创新发展，从而使得中国声乐音乐得以在世界音乐文化中

发出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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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立完善的学习评价体系

为了建立完善的学习评价体系，高中体育教师还需要注

重以下内容：首先，在教与学阶段，教师可以实行表现性评

价、专业技能评价与达标、课堂观察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运

动能力、健康情况、体育品德等信息，为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育

成绩提供支持[3]。其次，学校需要针对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制

定相应的等级制度，将等级制度、学分制度结合起来，积极开

展教学评价活动，为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培养提供支持。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深入分析

现代高中体育教学问题，强化终身体育意识培养、激发学生

体育锻炼的兴趣、完善高中体育教学设施、建立完善的学习

评价体系，促进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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