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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老年学习声乐的目的
1.1增强中老年人自信心
对于个人而言，唱歌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自信心。对于中老

年人，歌唱可以训练它养成良好的生活态度，改变生活观，养
成积极乐观的心理态度。在声乐教育中，教师要让学生积极地
笑和唱歌。唱歌是用心唱歌，身心融合到音乐中，感受音乐带
来的美丽，使人们感到快乐而又不吵闹。歌曲可以使中老年人
提高价值观，学会一种技能，并可以使他们从容的面对生活中
的困难，使他们更加快乐。可以说，声乐可以提高中老年人的
心理素质。

1.2强健中老年人体魄
声乐教学除了能够调节中老年人的心理，还可以使中老年人

拥有健康的身体。唱歌是一种有氧运动，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和足够的能量来完成。我们知道声乐是需要耐力的，需要强大
的肺活量来支撑，基本上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无法完成一首歌。
在声乐学习方面，中老年人通过加速大脑工作来完成乐谱和歌词
的记忆，从而帮助中老年人提高注意力，提高记忆力等，从而
可以减少老年痴呆等疾病的发生。另外，在学习声乐时，中老
年人必须大量呼吸，因此学习声乐可以增强肺活量，促进血液
循环。

1.3陶冶了情操
歌曲可以改变人们的心情，赋予人们美丽，并帮助中老年

人减轻生活中的压力，陶冶了情操。不同的歌曲会产生不同的
心理情感，一些启发，一些快乐，一些富有同情心，一些怀
旧。简而言之，一首好歌通过结合歌手和他脑海中的歌曲艺术
概念来软化思想，来使听到它的人能够陶冶情操。声乐可以说
是表达情感和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在中老年人心情低落时，
给予他们光明和力量。

2  中老年学习声乐的不同
与儿童和青少年不同，中老年人不会发展音乐专业才能或

学习出色的音乐专业技能，他们学习声乐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享受
生活。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对音乐理论的理解达到表层就可以了，
同时也并不需要专业的节奏，节拍或声音训练。教学方法不同于
中小学生或大学生，后者是面对面地进行教学并从知识到技能全
面学习。在学习声乐时，中老年人只能从最简单的开始，并适当
增加歌唱技巧的学习。因此，中老年人对声乐老师的示范歌曲更
感兴趣。只要教师演唱没有问题，中老年学生就可以继续学习。
同样，学习中老年声乐的目的是享受并丰富老年人的生活，这与
希望成为专业人才的年轻人不同。因此，中老年人与老年人在很
多方面都不同于年轻人，包括他们的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和学习
内容。

3  中老年学习声乐存在的问题
中老年人通常在学习声乐方面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中老

年人通常没有声乐的基本知识。音乐理论知识是学习声乐的前提。
很多人在上课之前从未学习过声乐。他们喜欢唱歌，所以他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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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学习声乐。他们从未尝试和模仿电影和电视音乐来学习乐谱
等知识。因此，中老年人很难理解声乐歌曲。第二，声音的局限
性。许多人可以区分年龄和声音，这是因为声音会根据年龄段而
变化。但在中老年人中，许多器官会老化，声带变细，虚假声调
的范围开始缩小。第三，声乐需要长时间呼吸，中老年人的呼吸
很短，不足以支持声乐。要学习声乐，需要中老年人不断协调呼
吸。中老年人不能完全根据喉咙的声音来控制呼吸，并且容易出
现诸如喉咙痛，声音嘶哑和其他症状等。第四，中老年人的发音
问题。其中许多人都有当地方言。语言是沟通的重要手段，也是
声乐的核心。由于中老年人的发音问题，许多歌词的声音无法准
确发音。演唱歌曲时，歌词不正确，并且由于歌词错误而产生扁
舌，前鼻和后鼻，使听众无法理解作品的感觉。

4  解决中老年学习声乐问题的措施
4.1 教师要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能够调节学习氛围
作为中老年人声乐老师，必须具有很强的歌唱能力，同时

拥有专业的声乐知识。特别是对于这些中老年学习者，他们缺
乏专业知识，只能依靠老师的示范歌曲来学习。同时，中老年
人的声乐老师必须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并能够使用活跃的语言
来激活课堂的学习氛围，这可以大大提高中年人的学习积极性，
是中老年人学习声乐的过程中更加轻松愉悦。

4.2中老年人声乐发声训练
在中老年人声乐发声训练初级，进行声乐训练所需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控制呼吸，控制呼吸的意思是在唱歌的过程中能够随
心所欲的呼气吸气。如果学生可以正确呼吸，那么唱歌时会充
满力量和穿透力。如果学生无法控制呼吸，就无法跟上音乐的
节奏和节拍，所唱的歌也会没有力量。通常，根据教师的要
求，更多地练习如何呼气，如何吸气，如何呼吸等。使在唱
歌过程中能够呼吸平稳且持久。

4.3歌唱语言的训练
作为声乐学习者，除了获得基本声乐知识和歌唱技能外，

最重要的是语言，正确的演唱语言是极其重要的。演唱歌曲应
清晰明确，并确保听众清楚地听到歌曲的内容。练习发音的最直
接方法是在镜子前校正语调和语气。中老年人练习时需要不断探
索，唱歌时要记住嘴巴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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