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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学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研究综述
凡春喜

（湖南文理学院艺术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高校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声乐演唱与教学课程是主干课程之一。社会对本科音乐学专业毕业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他们具有较高声乐演唱与教学水平，还必须在自弹自唱、歌曲伴奏以及合唱指挥等等方面都具有较强能力。因此，

明确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在声乐课程合理设置、基础知识内容衔接、声乐基础训练方式方法多样、声乐演唱曲目难易程度的螺旋递进

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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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以及音乐学专业毕业生反馈的信息来看，高校在声

乐教学工作中某些能力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组织课堂、与

学生互动、歌唱伴奏等方面。主要原因是培养目标不明确，定位

不准确，课程设置不科学、教学内容关联度不够等原因造成的。

一、高校音乐学专业学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国家《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音乐学专业人才

培养目标，音乐学专业学生应具有音乐学基本理论素养，掌握系

统的专业知识和较好的专业技能。但部分高校的声乐教学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首先，基础声乐课程缺乏基础理论知识的板块教学，

使得所有音乐学专业学生没能系统学习和掌握声乐的基础理论知

识；其次，在声乐教学实践课程中，很多声乐教研室没有使用统

一的声乐教材，老师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经验进行课堂授课，这

不仅导致学生对音乐课程内容了解和掌握的缺失；另外，还存在

考核内容和形式过于简单，没能起到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演唱

和教学能力的重要作用；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与

其他辅修课程内容脱节等问题。

因此，音乐学专业声乐课程教学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明确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在声乐课程合理设置、基

础知识内容衔接、声乐基础训练方式方法多样、声乐演唱曲目难

易程度的螺旋递进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关于高校音乐学专业教学改革的研究

（一）关于声乐专业教学现状研究

荆晶（2020）强调，要想提高学生的声乐技能运用能力，就

必须要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师要在认真

研读教材的基础上，挖掘出与学生的生活贴近的教学素材，对这

一部分内容进行创新性的实践教学，保证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完成对相关声乐技能的运用。刘阳琼（2019）指出，

目前声乐人才培养过程中理论教学与课程实践存在比例失衡的状

况。作者强调，声乐课程应该以声乐技能训练为主，但同时应该

掌握扎实的声乐理论基础和其他相关学科知识能力。唐博（2020））

认为，声乐教师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应该根据每一位学生的自身情

况因材施教。精心挑选适合不同层次学生能力的声乐作品，让音

乐学专业学生在了解、掌握科学发声的基础上，最终达到演唱的

声情并茂。

（二）关于声乐专业课程设置改革研究

高剑霞（2017）认为，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需要注意综合

性和全面性，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综合能力，重要的是能够培养学

生教学的能力。苏晓燕（2018）认为，课程设置是为实现教育目

标服务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应该围绕教学目标这

个中心来实行。岳世一娃（2020）认为，在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下，

培养复合型的应用型音乐学人才是社会的需要。应该在顶层设计

上构建多元化的声乐教学体系，在实践教学中采用个性化的教学

等多种教学手段培养人才。安慧英（2020）指出，在声乐教学改

革创新过程中，必须改变以传统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模式，在教学

实践中结合理论与实践，调研了解学生的内在需求，根据学生的

差异化与个性特点，启发他们创作和创新意识，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的应用型人才。

（三）关于声乐专业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创新研究

罗诚（2020）指出，目前许多地方高校的声乐理论教材已经

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一

个适应目前人才培养的较为完善的声乐课程体系。认为只有不断

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模式和方法方面大胆创新，才能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钱芳（2016）指出，在声乐教学实践中存在课程形

式比较单一、教材内容陈旧等问题。认为应该创新教学模式及方

法，使教学内容契合学生实际，最终实现培养高质量人才的目标。

师娟娟（2020）指出，高校声乐教育模式中还缺少教育关联性。

认为高校教师不能将教育的重心仅仅放在课程内容的讲解方面，

应该将声乐教育与其他学科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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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人才。

（四）关于声乐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

吴红歌（2018）认为，教师应该改变只关注学生声乐演唱技

巧的传统声乐教学，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教学方法的改革

转变学生对声乐的观念，提升其音乐素养与审美能力，在学生综

合能力的培养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方面为学生打下扎实的理

论基础，在实践教学中使学生能够科学、合理地进行声乐实践训

练，提升声乐课堂学习效果。谢宗强（2021）认为，高校声乐课

程授课教师应当将审美教育融入声乐教学活动当中，这样将帮助

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实现对自身能力的最大程度发掘。赵

爽（2020）指出，我国高等院校的声乐专业的分类存在过细的问题，

其结果使得音乐教育的整体性被割裂。因为课程的知识内容在逻

辑上融合度不高，使得人才培养没有实现综合性能力的效果。。

（五）关于声乐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焦姣（2017）指出，在声乐课程体系建设中应该重视声乐理

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高师音乐专业在注重声乐技能技巧训练的

同时，不能忽视声乐理论课的重要性。应该让技能训练建立在正

确的理论之上，为学生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以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杨静（2020）指出，声乐课程体系的改革方

向应该围绕课程的内容、授课的方法与形式、课程的评价与考核

几个方面进行。认为在课程内容方面应该循序渐进、相互关联。

许迪迪、赵斌（2017）认为，应该有科学的课程设置和合理的教

学大纲安排，使学生全面掌握对声乐教学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

正确运用声乐教学方法演唱与教学。将复杂的知识理论进行简单

化和条理化，提高声乐方向的理论质量和理论应用。红梅（2020）

指出，完善的声乐课程体系应该是融合了学生健康成长方方面面

指标的教学体系。作者认为，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一定要非

常准确，要培养拥有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优秀品质和建设祖国

的坚定信念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三、结语

笔者认为，高师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在教材方面仍然存在着

以下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融通不够——声乐演唱、钢琴伴奏、中

外器乐演奏、自弹自唱、合唱指挥等五项基本技能课程“各自为政”，

按照各自的培养目标进行教学与评价，各门课程之间的教学内容

缺乏关联。知识的碎片化致使学生对自身定位不准，只重视自己

感兴趣的小专业而忽略其他的技能课程。二是各技能课程的教材

内容设计、作品的选取与学生的实际水平匹配度不够高，教材的

知识结构还需进一步完善以符合循序渐进、螺旋递进的人才培养

规律。当然，技能课教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全面认识技能课程

的内在逻辑和顺序，不断完善高校音乐学本科专业技能课程教材，

才能提高技能课教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水平，达到人才培养素质教

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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