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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高职音乐教育的“合唱与指挥”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路径
王铂涵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河南 漯河 462300）

摘要：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长时间里，中国音乐

教育受西方的影响，以西方的教育、教学模式为蓝本，完全忽略

了中国的国情及各方面的条件，导致音乐教育存在很多缺陷及问

题。“合唱与指挥”课程因其要求较高，相关经验较少，成为改

革的难点。

一、“合唱与指挥”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为了尝试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力求能全面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能力。新一轮的改革，

给中国的音乐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改革势在必行。

二、良好心理素质的训练方法

（一）演唱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演唱前，应初步了解歌曲曲谱上的各种记号、歌曲的背景，

时间、以及表达的思想感情。然后在学唱歌曲，应进行多次的舞

台彩排实践中积累并总结经验，从而使心理压力得到一定缓解。

（二）树立必胜的信心

在表演时，信心和专业技术很重要，内心越自信，表演水平

越超常发挥。反之则导致失常发挥。所以信心和专业技术成正比。

建立成功的自信心是克服紧张心理的必要条件。

（三）提高舞台实践能力

歌唱艺术也是舞台艺术，是要亮相给广大观众的表演艺术，

观众的评判决定着歌唱者的艺术价值。所以，我们在加强专业技

术能力的同时，应在舞台上反复实践，总结演出时不足的地方积

极的汲取经验教训，并不断地加以更正。在彩排的时候及时地调

整内心的心理变化，在一遍遍实践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内心不断强

大。为正式演出时打好心理战做好充足的准备。

三、音乐产业的创新

（一）创新

音乐产业的创新，是基于音乐本体的基础上，结合新技术、

新思维、新内容，在市场化的体制中，逐渐与各个领域相互融合，

有效的进行音乐传播就是音乐产业创新的体现。2. 音乐产业的技

术创新。产业化道路促进了音乐的分工更加明确细致，利用当代

先进的科学技术、创作技法、与其他艺术门类相互融合等手段，

使音乐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

四、音乐表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音乐表演中，特别是在合唱与指挥的表演中，作为一名表

演者都应该知道，最佳的发声状态是由良好的身体状态、技术状

态、心理状态三个部分组成，三者缺一不可。一个方面的状态欠佳，

就会直接导致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影响。

1. 音乐表演过程中产生不良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

（一）生理因素

由于人的健康状况和体质的不同，对于外界环境和因素对

自身的影响和反应也有所不同。所以，任何来自外在和内在的

影响如情绪低落、休息不好、饮食过于刺激嗓子等因素都有可

能对嗓音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对演唱自信心和演唱效果产生不

良的影响。

（二）专业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是演唱的根本保证，一名表演者如果对歌曲的节奏、

音准、节拍、旋律没有十足的把握，带着思想负担去表演，很容

易引起怯场、紧张等一系列的消极情绪，一旦技巧没用上，反而

使自己更加紧张，造成走音等状况。要想在舞台上更加自如的演唱，

就必须加强练习基本功，将这种良好的习惯形成一种定性。在以

后的演唱过程中能够自如的演唱。

（三）艺术因素

1. 审美意识

作为一名表演者，要有一定的审美意识，这是贯穿整个表演

的主导因素。表演必须具备一支会审美的心灵。一些音乐大师们，

他们在积累了属于自己的音乐理论后，逐渐地对音乐有了他们独

特的见解。他们从不拒绝从理论和学识上来丰富自己对音乐表演

艺术的理解和认识。

2. 作品理解

表演者在演奏的时候应该对每一首歌曲的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包括作者是谁、歌曲创作的时间、歌曲中蕴含着什么真谛等。而

要对这首歌曲有更深入的理解，就必须要求歌者具备很好的音乐

文化素养，要对歌曲的整个音乐创作有一个很好的理解后，更加

自信、放松、积极的去表达歌曲，从而完成个人对歌曲的二度创作。

（四）环境因素

1. 外部环境

外界环境对歌唱者的演唱也起到一定作用，外部的环境包括

演出的场地、天气状况、舞台效果、音响设施、观众成分等这些

都会使演唱者演唱的过程中备受影响。从而使演唱者的心理状态

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如果歌唱者不能及时很好地适应陌生的

环境，则会导致歌唱者心理紧张、发挥失常等状况。

2. 表演后没有深刻地反思与总结

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表演者在演唱的过程

中难免会出现一点瑕疵，在演唱完后，应该进行深刻反思，避免

日后不犯相同的错误，从而减小心理压力，相反就会耽误了最佳

演唱时机，很难重拾自信心。

综上所述，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表演者，技术是基础，演奏

者的心理状态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学习合唱与指挥的时

候提升心理素质，为以后的成功演出打下坚实的基础，避免技术

过关而过不了心理关。

五、结语

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从音乐教育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大的变革，

无论对课堂教学模式及教师自身素质方面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这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的，也是在不断完善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

的。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

程是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去

探究，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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