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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理念下高校声乐教学策略探究
耿　苡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云南 临沧 677000）

摘要：随着我国高校进一步扩招，大学生音乐素养差异性越

来越明显，这给高校音乐教学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高校音乐教师

要秉持因材施教理念，根据学生音乐水平，制定分层声乐教学方

案，针对音准、节奏和乐理等开展教学，借助信息技术和线上教

学 App 开展声乐教学，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乐理知识，运用新媒

体开展合唱教学，组建班级音乐社团，鼓励学生进行音乐创作和

表演，提升学生演唱水平，为提升高校声乐教学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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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推进，音乐教学越来越受重视，声

乐作为高校音乐教学的重头戏，不仅可以提升学生音乐审美和创

作能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

高校音乐教师要尊重学生音乐水平差异，制定全新的声乐分

层教学计划，让每一个学生发挥所长，自信演唱；积极运用线上

教学软件和音乐 App 开展声乐教学，系统性讲解乐理知识和演唱

技巧；积极成立合唱社团，组织学生录制演唱短视频，鼓励学生

演唱自己喜欢的歌曲；制定全新的声乐教学评价体系，对学生演

唱技巧、歌曲改编、音色和演唱情感等进行评价，挖掘每一个学

生的音乐潜力，让声乐教学重新焕发活力，提升高校声乐教学有

效性。

一、因材施教理念下高校声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音乐基础差异大，没有落实分层教学理念

高校扩招以后，音乐专业学生结构更加复杂，既包括了从小

接受专业音乐训练的学生，又包括了高中才开始接受艺考训练的

学生，这些学生在声乐基础上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很多从小接受专业音乐训练的学生不仅熟悉各种乐理知

识，对钢琴、吉他和小提琴等乐器也是信手拈来，但是个别高中

才开始接受艺考培训的学生来说，乐理基础、声乐技巧和乐器演

奏都是短板，教师没有针对学生音乐基础开展分层教学，“一刀切”

式视唱练耳教学效果不理想，这给声乐教学带来了很多困扰。

（二）乐理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学生自主性比较差

乐理是高校声乐教学的基础，包括了音准、和声、节奏、编

曲和曲式等内容，目前大多数高校音乐教师都是采取钢琴伴唱或

五线谱讲解的方式开展乐理教学，这对音乐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这部分学生大都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学习乐理知识，在视

唱练耳训练中无法运用乐理知识，学生在演唱过程中很容易出现

抢拍、气息不稳和破音等问题，影响了学生练声和练常的积极性。

此外，呆板的乐理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很多学生在课上很少主动演唱，课下练声也比较敷衍，影响后续

声乐教学。

（三）信息化教学不够新颖，课堂教学缺乏吸引力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短视频、直播成为了大学生

新的学习和娱乐方式，虽然高校音乐教师开展了信息化教学，但

是对新媒体和线上教学平台的运用还不是很娴熟，新媒体和音乐

学习软件还没有进入声乐课堂。

例如教师只是运用微课讲解乐理知识或歌手演唱视频，没有

利用蓝墨云班课或雨课堂等软件开展教学，学生课上演唱积极性

不高，学生课下声乐练习也缺乏专业指导，高校声乐课程信息化

教学差强人意。

（四）教学评价体系不太科学，不利于挖掘学生潜力

高校声乐教学评价更侧重学生基础乐理知识和演唱技巧，对

学生创作能力、演唱感染力和音乐文化等的考核比较少，难以兼

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声乐学习需求，一些擅长创作学生被埋没，学

生创作激情也受到了影响。

例如声乐教师大都是采用书面加视唱练耳结合的考试方式，

视唱练耳曲目都局限在教材范围内，对学生演唱的音准、气息和

节奏等进行评价，一部分考试容易紧张的学生很难拿到高分，擅

长音乐创作的学生难以“大展拳脚”，不利于音乐人才培养。

二、高校声乐课堂开展因材施教教学的原则

（一）尊重学生个体音乐水平差异

高校音乐教师要正视并尊重学生的差异，例如学生在音乐基

础、演唱水平、创作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对每一

个学生都要“了如指掌”，制定科学的分层教学方案，设计难易

程度不同的互动问题和练唱方案。

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乐器演奏水平、乐理基础和嗓音条件

等划分学习小组，鼓励学生互相帮助，善于乐器演奏的学生可以

帮助其他同学，舞台表演经验丰富的学生可以传授舞台表演经验，

鼓励学生扬长避短，挖掘每一个学生音乐潜能，让每一个学生在

声乐课上都有所收获。

（二）尊重大学生音乐审美情趣

随着互联网音乐和外国音乐的流行，大学生喜欢的音乐风格

越来越多样化，教师要协调好教材和课外音乐作品之间的关系，

尊重学生的音乐审美，把一些学生喜爱的流行音乐、音乐剧和英

文歌曲等融入声乐课堂，满足不同学生的演唱需求。

因材施教的核心在于尊重学生，围绕学生需求开展教学，高

校音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享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用学生推荐

的歌曲作为教唱曲目，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声乐课，根据学生音高

来降调或和声，让学生自信演唱。

（三）注重师生角色的转化

传统高校声乐教学中，大多数时间是教师在讲解乐理、示范

演唱，纠正学生演唱问题，学生主动演唱、主动提问的机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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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材施教理念在督促音乐教师把主动权交还到学生手上，可

以鼓励钢琴弹得好的学生来伴奏，教师演唱完以后安排学生先对

歌曲进行分析，再鼓励学生主动演唱，让其余学生来评价其演唱，

让学生参与到伴奏、示范演唱和教学评价环节，提升学生声乐课

堂参与度，真正让学生做到“声情并茂”地演唱。

三、因材施教理念下高校声乐教学新策略

（一）融入分层教学理念，开展针对性声乐教学

高校音乐教师要立足学生差异，精心设计分层教学方案，设

定难易程度分明的声乐和乐理知识教学方案，让每一个学生都听

得懂。例如教师在讲解乐音体系和乐列音级时，可以用微课呈现

乐音体系的排列方式，由易到难地讲解乐理知识，最后在开展声

乐教学。

例如教师先讲解七个独立音级，并播放相关音乐片段，介绍

详细的字母体系和唱名体系，结合五线谱讲解音级变化，尤其是

变化音级。

例如将基本音级升高半音用“升”或“#”来标明，降低半音

用“降”或“b”来标明，升高全音则是用“重升”或“×”来标

明，用简短的汉字和音频来强化学生记忆。教师可以用钢琴来演

示这些音级的变化，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乐理知识。

教师可以先从小节教唱开始，详细标记处每一句的音高和转

音方式，让音乐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记准演唱节奏，鼓励学生先

进行小节演唱展示，然后在进行整首歌曲的教唱，让学生渐入佳境。

教师要鼓励音乐基础好的学生主动演唱，重点训练他们的音

准和气息，鼓励他们全情投入演唱，并鼓励他们指导其他同学的

演唱，提升声乐教学针对性。

（二）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打造智慧声乐课堂

随着“互联网 +”教育理念的提出，线上教学可谓是“独领

风骚”，高校音乐教师要积极开展线上教学，利用微课、线上互

动和线上测试等开展声乐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蓝墨云班课开展声乐教学，提前根据教学

歌曲录制微课，制作好五线谱和视唱练耳训练方案，并精心设计

线上测试题目。

学生登录班级蓝墨云班课程后，通过观看微课了解本节课教

学内容，了解歌曲五线谱和基本节奏，完成歌曲测试题目。教师

可以在线上教学中进行连麦，用线上演唱的方式开展教学，还可

以播放歌曲 MTV，鼓励学生对歌曲进行分析，鼓励学生录制自己

的演唱视频。

学生可以把自己录制的演唱片段上传到线上教学平台，教师

根据学生演唱频段进行点评，指出学生演唱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可以鼓励其他学生进行点评。

线上教学可以激发学生演唱积极性，把课外歌曲融入声乐教

学中，学生也可以自主回看教学视频，及时解决练唱过程中存在

的视频，打造全新的师生互动模式，提升声乐教学质量。

（三）积极创办合唱社团，鼓励学生展现音乐才华

音乐教师要尊重学生音乐审美，积极成立班级合唱团，利用

学生喜爱的新媒体和音乐 App 软件开展教学，用快闪、短视频的

方式开展合唱团训练，把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融入声乐教学中。

例如音乐教师可以利用抖音和微博软件指导合唱团训练，搜

集抖音上各大高校合唱团表演视频，引导学生分析这些合唱团演

唱技巧、和声技巧等，进一步激发学生训练积极性。

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搜集一些自己喜爱的合唱团表演视频，

用学生喜爱的歌曲开展合唱教学，例如学生搜集了清华大学老年

合唱团《少年》演唱视频，展现这群平均年龄将近 80 岁的清华老

毕业生的赤子之心，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这首歌曲声部划分、和

声技巧、高音控制等技巧，带领学生练习这首歌曲。

教师可以用手机记录下合唱团训练过程，指导学生录制抖音

快闪视频，用新颖的方式开展现合唱团训练成果，真正落实因材

施教理念，为学生提供展现音乐才华的新舞台。

（四）完善声乐教学评价体系，挖掘学生音乐潜力

高校音乐教师要根据因材施教理念制定全新的评价体系，对

学生演唱技巧、演唱情感、乐器演奏和音乐文化理解等进行评价，

尝试设立学生互评环节。

教师在声乐教学评价中要坚持声情并茂的原则，不仅要关注

学生的声音，例如音准、节奏、气息、转音、假声等技巧，更要

关注学生演唱情感的投入，一位优秀歌手会用富有感情的歌声来

打动观众，因此，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演唱情感进行评价。

此外，教师可以尝试开展学生互评，引导学生针对同学合唱

团训练、小组练唱等环节进行评价，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和同学之

间的差距，督促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中。

音乐文化也是声乐教学重要评价标准，教师要积极讲解音乐

文化，对学生音乐文化理解能力进行评价。例如在民歌教学中，

讲解我国山西民歌、苏州民歌和陕北民歌等的发展历史，为学生

讲解民歌和当地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文化

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提升学生音乐鉴赏能力，音乐文化理解能力

可以帮助学生在演唱时全情投入，提升学生歌声感染能力。

四、结语

高校音乐教师要积极贯彻因材施教理念，立足学生音乐素养

差异，积极开展分层教学，运用学生喜爱的线上教学、新媒体开

展声乐教学，融入音乐文化讲解，让学生体会音乐背后的情感和

文化底蕴，让学生歌声更有感染力，全面提升学生演唱水准，让

声乐课堂焕发出新的魅力，让音乐陶冶大学生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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