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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教育水平比过去有了明显提高，实际的教学方法和策略都发生重大改变。这就需要有关人员结合这些变化采

取适当的行动，以确保提高实际业务绩效和相关培训质量。针对音乐事业的发展，不仅在专业理论方面进行调整，同时在

实际教学方式上也有所改变。本文从少儿声乐的实际教学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探讨音准节奏的重要性，以期能够培养

出更多优秀的声乐人才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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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即使在新时代，人们仍然高度重视教育的发展，人
们更加关注高质量的教育。以音乐为代表的学科都受到了人们
的关注。在日常的音乐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培育学生的
正确音准，拥有良好的音准能够有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乐理知
识，为以后的学习建立坚实的基础。如何培养学生的音准节奏
是当然人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1、影响少儿音准学习的主要因素

根据实际研究结果表明，以下三个方面是影响音准节奏的
主要因素。

1.1  少儿演唱者的发声技巧
在演唱过程中，如果少儿不能熟练掌握正确发声的方式方

法，那么在演唱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气息不稳，声音过大等等
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很多少儿在演唱时经常出现的问题。

1.2  则是演唱群体的共鸣调节
许多孩子在学习声乐时，都是与合唱团课程一起学习。

所以，调整演唱群体的共鸣对他们的音准有直接的影响，协
调共鸣的能力将是影响音准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少儿的个
人嗓音属于高音，呈现出又尖又细的唱歌状态，所以他们的
声音就不会是低音调，而一些低音较重的少儿，其共鸣相对
更加松散，所以无法演唱高音，这些问题都需要重点关注，
并要重点讲解的。

1.3  影响因素则在于演唱者的声乐功底
演唱歌曲是音乐演出模式的一部分，所以，演唱者必须具

备一定的声乐基础。例如：必须充分重视所涉及的声乐功底问
题，如果在歌唱时需要进行音区之间的转换，就需要做相应的
呼气转化工作。当声带张力发生变化时，音色也会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音准效果。

2、在少儿音乐教育中引入音准的重要性

第一，音准与演唱效果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好的表演应
该有很好的音准，是演唱者正确表达歌曲配乐内容的基础，也
能体现歌曲的内容、内涵和精神力量。如果孩子在学习过程中
能够掌握音准能力，他们对歌唱的理解自然会提高，学习声乐
的好处也会逐渐发挥。这既适用于学生的内部教学，也适用于
表现效果有很大帮助。对于学生而言，音准能够提升其个人水
平，让歌曲学习变得更容易。

第二，其好处主要体现在音准与和声的协调上。对于唱
歌而言，合唱是歌唱艺术中一种重要的组成方式。在合唱中，
尤其是儿童音乐，一定要注意音高，这对于和声的和谐非常
重要。合唱团表演时，不仅需要个别歌手准备捕捉音高，而
且对整个歌手也有同样的要求。相关先决条件只能通过准备
投票来满足。

第三，音准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独唱，从而更好
地理解歌曲的含义。如果演奏者在唱歌时无法掌握音准，他
们就无法理解歌曲背后的情感和表现出的音乐模式。由此可
见，音准在少儿音乐课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也说明
了音准在歌唱课中的重要作用。学生只有具备了这些素质，
才能理解歌曲的含义和一般的基本音乐知识，才能正确地表
达自己的意见 [1]。

3、提升少儿音准的方法

声乐课的目的是教孩子用声音艺术表达思想和情感，使发
声器官以及呼吸器官和共鸣器官能够拥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儿
童年龄在 7 岁至 16 岁之间的发育时期，声音会发生变化。传
授声乐技能和声乐技能的过程应符合其身心特点和规律，并使
用科学、有根据的教材和方法，即：

3.1  歌唱呼吸与高位置训练
呼吸是歌唱背后的动力，呼吸训练的方法有很多，例如：

“吹蜡烛”、“闻花香”等。此时孩子的呼吸和共振训练要注
意孩子肺活量，不需要有意识地深呼吸，可以教孩子做更高的
哼鸣练习，教孩子用自己的呼吸达到想要的水平“哼”。使“哼”
的声音在眉心位置产生共鸣，教会少儿在唱歌的时候能够运用
“混声唱法”，将真假声音混合发出，在自然声音演唱的基础
上融入“假声”，形成头腔共鸣。经过长时间的科学训练，声
音变得更明亮、更圆润、更具穿透力和表现力 [2]。

3.2  变声期声乐训练
变声期是学习声乐的敏感期，不仅承载者童声教学，同时

也要学习成人声乐教学。声音变化期是人体生理变化的重要时
期，其显著特征之一是孩子们的声音从一个不成熟的孩子的声
音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声音。在变声过程中，声带和喉部
器官发生变化。例如：声带变长，声音突然变化，变得声音不
干净、容易累、发音困难、以及无法唱出高音等等问题。男孩
通常在 12 岁至 15 岁左右开始变声，女孩在 11 岁至 13 岁左右
开始变声，变声期通常持续 1 年到 2 年左右，变声后，男声变
得沙哑，而女声变成圆润委婉的成年女声等等。一些声乐教师
认为，变声过程中生理变化较多，不适合发声训练，训练效果
不理想，学生失去信心或兴趣。而教师应该教孩子在声音变化
的时候坚持学习唱歌，但要实时捕捉孩子的生理变化。由于声
带不同程度超负荷，训练强度不宜过高。在锻炼期间不应强迫
声带必须收缩，为了减轻压力，减少声带疲劳，防止声带损伤，
选择适合当时演唱能力的曲目，用自然的弱声和高音混合声唱。
同时，这段时间要注意保护好孩子的声音，才能顺利地继续成
长歌唱课 [3]。

4、少儿声乐教学策略

儿童声乐课程是一门结合技术和艺术品质的实践课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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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教学策略是歌唱教师在课堂上实施的教育过程的主要方面，
贯穿在整个声乐学习过程之中，在学习过程中应灵活运用。根
据发展声乐技能类型的训练策略的过程，总结了以下常用的语
音训练策略。

4.1  讲授法
讲授法是教师用口头语言向学生展示和解释知识，并使学

生能够理解知识的行为。由于儿童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与成人相
比是有限的，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要遵循直观性的原则，选择使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轻松传达歌曲内容
和演唱技巧。

例如：在教授《小猫钓鱼》等故事歌曲时，要先通过课文
中的内容，为少儿讲解故事背景，然后逐句教孩子唱歌。少儿
对故事是非常喜爱的，能够从故事中了解歌词内容，并将歌词
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方便学生对歌词
进行记忆。

例如：如果授课教师在进行打开喉咙（俗称：开嗓）教学
过程中，要引导少儿“张开嘴，然后深呼吸”，如果唱到高音
部分时，就想象自己“像飞机飞在高高的天空，像太阳高高地
挂在天上”等等高声歌唱，但注意一定不要大喊大叫，避免声
带因为过分喊叫造成损伤，应在舒适的音域范围内进行演唱，
要以流畅自然的平静声音唱歌。

4.2  示范法
示范法是唱歌老师亲自演唱并示范，让孩子能够更直观的

感受和区分不同的声音效果。每个孩子从小就具有很强的模仿
能力，老师的声音、表情等行为都能变成孩子们的模仿内容。
但前提是声乐教师不仅要有良好规范的声乐技能，还要掌握各
种正确的手势、舞步等肢体语言。例如：孩子们唱歌时，他们
大多使用以真声为主的混合声音。根据直观性原则，应用真实
的混声来培养孩子对混声的理解，避免出现“大白嗓”等唱法
问题，适当示范和引导他们的使用高品质混合人声进行演唱 [4]。

4.3  编创游戏法
经过对教育心理学知识的研究，研究发现儿童在皮亚杰的

认知发展的年龄段（7-12 岁）和向形式计算的过渡阶段（12 岁－
成人），其语言能力得到了发展，拥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以及
创造力，同时也已经开始学会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游戏是关
于教授声乐的理念，帮助孩子发展音乐表达能力、创造力和轻
松愉快的课堂。在教授声乐时，可以将许多歌曲编排成表演剧

的形式让少儿进行模仿和表演，并把少儿带入歌曲的角色之中。
例如：《弹奏我心爱的土琵琶》，当他们唱到“弹起我心爱的
土琵琶”时，可以对少儿提问，弹琵琶时肢体动作应该是什么
样的？这时候，少儿就会模仿起来，展现出不同的弹琵琶动作。
当唱到“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时，少儿也会跟着举起他们的
小拳头，表现出握紧拳头对抗敌人的变现，这样的唱歌方式也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少儿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当演唱最后一句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他们会将一只手抬起，声音渐渐变弱，
慢慢淡出，这样的声音会使人感觉更加自然、更流畅 [5]。

4.4  “期待效应”教学法
“期望效应”就是教育心理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与“赏

识教育”的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授课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抱有期待。同时授课教师要擅长发现不同孩子的不同闪光
点，赋予每个孩子鼓励，并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
果。传统声乐教学方法的效果不明显，授课教师的教学心态对少
儿教育的培养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例如：每个孩子都有
不同的音乐天赋，即使是音乐天赋欠佳的孩子，在通过反复的练
习也不能唱准音调，如果授课教师产生了厌烦心理，孩子们会感
受到老师的情绪变化，致使很多孩子没有充足的信心继续练习，
降低学习热情。但如果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心理学调整自己的心态，
通过“期待效应”融入到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寻找每个孩子的
不同之处，善于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如果少儿的音准欠佳，可以
利用音色好听，肢体动作准确等夸奖方式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提
升学习热情，帮助其找到正确的音准，这样的教学方式也会使课
堂氛围变得更加愉悦，在提升音乐的学习兴趣和音乐技能的同时
促进身心和个性的健康发展 [6]。

5、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如今，在儿童音乐教育中引入音准教学内容，
已经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体现在多方面。在此基
础上，作为少儿声乐教学的适当实践，必须结合学校的实际情
况和学生的需要，引入适当的课程音准内容，更好地支持学生
的发展，提高整体学习效率，并确保课程质量。

课题信息：＂咽音＂在童声矫治中的科学机制研究

（SY2018S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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