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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的声乐教学中，教学评价是反馈教学信息，检验教

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以往的声乐课程

学习评价中，往往存在着重视结果而轻视过程，重视知识传授

而轻视提升能力的现象。这样的学习评价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代

声乐教学的发展，严重阻碍了高校声乐发展的进程。因此，制

定出全方位多角度的声乐课程评价体系迫在眉睫。

通过这几年的声乐教学实践中，我们逐渐探索出一条实用有

效的声乐课程评价方法。

对于学生学习声乐这门课程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

面进行：

首先，可以从课前、课上、课后三个阶段进行全面的评价。1.

课前要求学生预习与上课有关的知识内容，检查学生是否做了相

应的准备工作，比如把本节课要学的声乐曲目搜集相关资料了解

创作背景，了解作者经历，了解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找出相

关的五个以上声乐作品不同演唱版本聆听并写出心得体会等。上

课时，任课教师可以对这些课前准备工作进行检查监督，量化考

核打分，纳入平时成绩。2.定制上课考勤签到表，记录课堂考勤

情况，进行量化考核，纳入平时成绩。3.课上根据学生是否能积

极主动与老师配合，是否能跟随老师的启发和诱导，顺利完成课

堂教学任务。根据学生课堂表现，任课教师给予相应的分数纳入

平时成绩。4.课堂上，学生是否能够认真地进行相应的录音录像

做笔记等工作，根据学生上课记录情况进行考核打分，纳入平时

成绩。5.课后，学生是否能够积极主动地学习，完成老师布置的

作业，比如课前预习，收集相关资料，写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体

会，背歌词。每天是否能够主动坚持发声和歌唱练习等。可以通

过学生录制视频上交作业等形式进行监控测评，量化打分。学生

课下如有不会不理解的地方可随时与任课教师通过语音或视频等

方式及时沟通解决。

其次，可以结合课堂提问、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

形式对学生量化打分。声乐是一门非常具象的艺术形式，俗话说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声乐考试是检验声乐学习成效的重要

环节，声乐考试的打分标准也是非常具体和严格的。量化打分项

目包括：声音是否音色纯净，音质是否甜美，是否具有良好的歌

唱状态和发声演唱方法，咬字吐字是否清晰，节奏是否把握准确，

对所演唱作品风格把握是否准确，着装是否整洁得体，演唱曲目

的难易程度，演唱技术和音色处理，以及台风和舞台表现力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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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全过程需录制视频进行存档，以备后用。

第三，可以通过学生参加的演出实践、比赛获奖、支教助学

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演出实践包括学校及院系组织的演

出，以及一些公益性的演出等，比如敬老院，孤儿院以及部队等

慰问性质的演出。每个学期必须参加的舞台实践音乐会以及定期

组织学生举办演出音乐会等，音乐会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优秀的

学生可以采取独唱的形式，一般的学生可以采取二重唱，小合唱

的形式进行演出汇报。邀请校内外专家对学生进行打分并对学生

舞台表现的优缺点给与点评。比赛获奖包括省市，国家级等知名

比赛获奖，根据级别以及按比赛名次给与量化打分纳入期末成绩。

第四，也可采用校内教师与校外人员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或

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或课程教学团队与课程

主讲教师相结合的评价方式等。

评价主体：主要包括主讲教师，以及相同专业的其他教师，校

外相关人员，课程教学团队等。校外相关人员包括其他兄弟院校

的专业教师、文化馆，歌舞团等专家领导，以及中小学音乐教师

骨干等等。

成绩构成：主要由三大块构成，平时成绩40%，考试成绩40%

和课外实践20%。平时成绩包括：课前预习，课堂考勤，课堂表现，

课堂记录，课下作业完成情况，课下练习声乐时间。考试成绩包

括：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课外实践成绩包括：舞台

演出实践，比赛获奖，支教助学实践等。

我们可以对评价项目的分类以及成绩构成所占比例再进行细

化，这样更便于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声乐学习评价的实际

操作。

实施效果预期：

培养学生扎实的声乐理论知识和声乐演唱技能，具备声乐演

唱与弹唱、声乐理论与声乐教学法的讲授、演唱排练与实践、合

唱队的组织与排演等能力。培养学生的舞台演唱能力，具备一定

的舞台表现力，使之适应文艺演出、音乐会的演唱以及其他社会

音乐活动的要求。培养学生的声乐教学能力，以适应中小学音乐

教学和指导课外音乐活动能力的要求。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

使之能够较规范的完成演唱中等以上程度的声乐作品。培养学生

具备理解、分析、鉴赏声乐作品的能力，能够准确把握声乐作品

的风格特点以及思想内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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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学习评价是音乐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客

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音乐学习行为，促进学生的全面进步和

整体发展。声乐教学评价的改革，不仅更能凸显学生自主学习

的地位，从教师以教为主，到学生的以学为主，使教师和学生

的教与学更加紧密结合，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达到到更好地

教学效果。同时，也是高校声乐教学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的环

节。因此，作为高校声乐教师，我们应该在教学工作中，充

分重视这一问题，勇于创新，勇于实践，为大学生学习评价科

学体系的建立，促进高校声乐教学的改革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本文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试图建立一个从声乐课实施的

整个过程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综合全面的学习评价的体系，有不足

之处，也希望各位同仁能够提出好的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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