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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合唱团的相关教学训练工作开展不仅能够集中提升

学生个人在实际全体训练当中的服从和协调意识，同时

也能够对进一步优化学生群体的相关学习和配合氛围起

到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优化高校

合唱团的训练方法和实际效果，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提

升自身的教学理念，通过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合唱教学思

路和相关应用模式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并针对学生训

练当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优化和解决，最终不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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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形成合唱团更加科学全面的训练模式，同时也能

够进一步将合唱团训练作为大学生德育教学的重要途径

更好的发挥这项教学工作应有的实际作用。

一、有效加强高校合唱团的基础训练质量

1. 合唱团的呼吸基础训练优化

在实际的演唱和合唱进行过程中，学生自身的整体

呼吸起伏和稳定性不仅直接影响了歌唱的整体音量音色

和质感，同时也对整体合唱歌曲的相关节奏变化起到了

深远的影响意义。在实际的合唱训练过程中，学生在练

习过程中，往往将自身的练习重点集中在对于相关音乐

旋律的熟悉上。这样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更

好的加强对于相关演唱内容的熟练度，但是由于相关的

呼吸基础训练质量不到位，因此整体的训练效果仍然存

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1] 并且由于学生自身的身体情况

相对差异较大，因此在生理器官和相关肺活量等功能各

有不同的实际情况下，就更加需要基础呼吸训练来保障

大学生合唱团的统一延长质量。

在实际的合唱团呼吸基础训练优化过程中，相关教

师首先应当针对学生的基础训练体态进行有效强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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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生在实际进行呼吸训练的过程中往往为了能够更好

地提升自身吸气的质量和速度，会产生双肩前探我之前

说的不良体态动作。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会影响整体合

唱演练的实际观察效果，同时也会对学生自身的呼吸稳

定性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教师应当针对学生

的不良体态进行有效的纠正，帮助学生在进行正常吸气

的过程中双肩微微靠后，从而更好地使得整体胸腔能够

挺起并扩张，最终实现相关气体在学生肺部合理运转的

科学有效目标。除此之外，在实际进行呼吸训练的过程

中学生自身的身体应当保持放松状态，并且对于已经吸

入体内的相关气体不应当随便呼出，而是通过始终保持

横膈膜的有效收紧来进一步将突出的相关体系始终集中

在一个点上。这样的突击训练优化，不仅能够更好地提

升学生气息的集中度和游离长度，同时也能够为进一步

提升学生的发生质量和稳定性起到深远的积极促进作用。

在强化完整体合唱呼吸基础训练动作之后，教师应当进

一步引入连贯的科学成熟呼吸方法来帮学生进一步提升

和塑造自身熟悉的呼吸途径。[2] 例如在实际的高校合唱

团训练过程中，教师往往引导学生采用胸腹式联合呼吸

法的相关方式，从而能够更好地加强学生自身胸腹核心

的综合能力，同时也能够为长时间实现合唱质量得到保

证起到深远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通过采

用叹气式，闻花式以及吹蜡烛相关呼吸训练方式来进一

步丰富和扩充整体呼吸训练方法的多样性，不仅大大激

发了学生的实际学习训练兴趣，同时也能够有效提升整

体训练过程的和谐氛围，并为最终实现接下来的其他教

学内容起到有效的铺垫作用。相关教师除了应当针对学

生的呼吸训练模式进行塑造和强化之外，还应当进一步

提升学生自身的呼吸灵活性和相关弹性。这样教学形式

创新不仅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在掌握正确歌唱呼吸方式

之后进一步辅助学生优化自身的断句呼吸能力，同时也

能够在另一方面实现合唱团不同声部进入退出以及共同

演唱的实际质量，从而最终实现了整体合唱团演唱节奏

和质量的进一步优化。

2. 合唱团的发声基础训练优化

在实际的高校合唱团训练工作开展过程中，发生基

础训练的整体质量不仅直接影响了整体合唱团的演唱水

平，同时也对学生自身的整体演唱和艺术表达能力起到

了深远的影响意义。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优化这样的实

际情况，相关教师在进行实际的发生基础训练时应当进

一步结合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思路和形式，从而不仅能够

激发学生的训练内容参与积极性，同时也能够在潜移默

默地训练过程中不断优化和提升自身的发声技巧，最终

不仅能够更加省时省力的完成合唱训练内容，同时也避

免了长时间的训练对于自身嗓音和其他器官的受伤风险。

在实际的合唱团发生基础训练工作开展过程中，教师首

先应当针对学生的整体发生科学性进行有效优化，从而

更好地结合哼鸣练习的具体形式，不仅能够更好地提升

学生自身的声音跟随性，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强化和提升

学生的相关音准质量。[3] 由于哼鸣练习主要通过鼻腔进

行声音发出，因此学生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身声音当中较

高较柔的相关特性，在实际的训练过程中更好的加强对

于喉头部位的有效放松，并将实际哼鸣的相关位置用于

叹气的呼吸状态下。这样的教学训练创新途径不仅能够

大大加强发声训练与呼吸训练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更

好地提升学生的实际技能复合质量。同时也能够在另一

方面更好地提升学生对于不同音高和音准的连贯性练习，

从而为接下来的其他训练内容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再进行完初步的哼鸣练习之后，学生会对正确的发

生习惯进行明确有效的认知与应用，这时候教师应当逐

步由哼鸣练习转化为开口音练习，从而不仅能够引导学

生将自身的生命共鸣位置始终保持在正确的后头高度上，

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提升自身声音的集中程度和

穿透力。在实际的开口音练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带

领学生演唱 O 和 U 等开口音的具体形式，并且将自身的

双手集中在腹部上来感受整体开口音的相关发力和气息

变化。一些学生在进行开口音的练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

喉头过紧，声音不够结实圆润的实际情况，这不仅使得

整体的练习过程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质量保证，同时也会

造成长时间练习过后学生喉部肌肉的酸痛。[4] 为了能够

更好地解决这样的实际情况，相关教师可以进一步强调

学生的喉头肌肉进行有效放松，并且引导学生在实际的

发生过程中始终寻找自身含了一口水的相关感觉。这样

较为直观的教学描述不仅能够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并掌

握正确的发声位置和习惯，同时也能够有效引导学生进

一步将咽喉打开，在相应呼吸训练模式的加强下进一步

提升自身的发生质量。

3. 合唱团的音准节奏基础训练优化

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强不同声部不同学生能够进行统

一一致的相关演唱内容呈现和配合，教师应当针对合唱

的基础音准和节奏训练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优化。在实

际的合唱音准训练过程中，相关教师应当针对学生演唱

时不自觉的跑调问题进行针对性解决，首先应当引导学

生对于音阶的相关结构和形成进行理论指导，从而更好

地在教师示范和乐器指导过程中进一步加强自身对于与

语音之间关系的概念认知和理解。然后教师可以通过加

大对于音阶内容的练习难度，引导学生自主对于跳进急

进等音阶高级变化内容进行有效训练，从而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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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于不同音阶音准的进阶训练质量提升。在进行完

相关的音准训练之后，教师应当引入和弦的相关概念来

进行下一阶段的相关练习。[5] 在这一部分，学生出现跑

调的主要原因往往由于对于自身单独声部的相关内容不

够熟悉。因此教师应当进一步结合相应的和声训练来优

化学生的实际声部演唱素养能力。首先教师应当结合合

唱团指挥的相关合成片段进行讲解和指导，从而更好地

引导学生由难及易的掌握相应的变化音和不同声部搭配

问题，并能够结合不同音高和音准的时机配合来增加整

体演唱的情绪和节奏。其次，为了能够更好地加强学生

对于不同声部不同和声旋律的敏感性，相关教师可以通

过柯达伊手势的具体形式来增强学生的感知和听从指挥

能力。由于不同的手势代表着不同声部的实际运行状态，

因此学生可以通过直观的观看教师的手部动作来更好地

完成自身的合唱声部演唱任务。这样的教学形式创新能

够帮助学生在进行初步合唱团训练和配合时尽快地进入

演唱和配合状态，从而能够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提升自

身的训练和演唱自信心。

除了需要对学生的音准进行全面训练之外，节奏作

为学生呼吸训练的进一步拓展也直接影响了学生整体演

唱节奏感。因此相关教师应当通过循序渐进的节奏训练

工作开展，从而更好地结合整体合唱团乐章当中变化趋

势各有不同的章节来加强学生的整体演唱质量和配合精

准度。在实际的音准训练过程中，教师首先可以通过一

些平稳的节奏来帮助学生建立相应的节奏变化习惯，然

后通过针对不同时值的附点音符节奏训练来有效强化学

生的整体节奏变化趋势和呼吸转化能力。除此之外，针

对整体合唱乐章当中的一些重难点节奏章节，教师可以

通过将相关内容单独进行节奏难度训练从而更好地帮助

学生进一步熟悉和强化相应的节奏变化趋势，并结合前

期慢放的相关设备使用功能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对于

整体节奏变换的进一步掌握效率。[6] 另外，相关教师

还应当结合切分音节奏以及三连音节奏等常见的节奏

变换方式进行有效的音乐素养拓展，从而更好地为学

生有效掌握和提升之后的合唱团乐章内容起到深远的

积极影响作用。

4. 合唱团的咬字基础训练优化

在实际的高校合唱团训练工作开展过程中，相关教

师往往对于学生的整体吐字和咬字问题产生一定程度的

忽略，这样的实际情况不仅影响了整体合唱团的相关演

唱质量，同时也对于呈现相关歌曲情感和歌词表达质量

起到了负面的抑制作用。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这样的实

际问题，相关教师应当进一步从整体的汉字发音入手来

提升学生的咬字基础水平。在实际的教学工作开展过程

中，教师通过对于汉字起声，保持以及收声的整体汉字

发生过程来进一步优化学生的汉字咬字水平，并结合喉

舌齿牙唇 5 个不同部位的发声质量优化来提升学生的实

际训练效果。[7] 除此之外，相关教师还应当秉持着说声

唱韵母的基本演唱原则，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结合整体

演唱的实际咬字标准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歌曲表达能力，

并在实际的合唱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整齐划一的声母准

韵母长效果，最终实现整体合唱不同声部间配合的精准

度，同时也对于相关指挥人员的相关工作开展起到了深

远的积极促进作用，并进一步有效加强了高校合唱团的

实际训练质量。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是未来能够促进行业深化社会

经济整体发展的未来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在国家和社

会对于未来人才全方位素质培养的核心要求指导下，

音乐合唱团教师应当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对于学生音乐

素养和合唱技巧的统一化训练质量，从而不仅能够激

发学生对于音乐合唱这一兴趣爱好的不断延伸和发展，

同时也能够进一步加强合唱艺术对于自身综合素质的

不断熏陶与提升。这样的教学形式创新可以进一步提

升相关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同时，为促进大学生全

面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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