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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高校音乐实际教育过程之中，对于视唱练耳而言，
其作为音乐教育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技能学科，其培养学生对于音
乐的感知能力、提高音乐的听觉能力以及陶冶美学素养等并具有
较大益处。对于高校学生而言，视唱练耳具体水平的高低，会对
实际学习的音乐专业课程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实际音
乐教学过程之中，音乐教师仍然利用相对较为传统陈旧的教学模
式，其教学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缺乏现代感，没有明显突出学生
的主体性，不利于提升高校学生自身的音乐水平。

1  视唱练耳教学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作用
对于音乐而言，其作为听觉的艺术，立足于多元化背景之

下，文化的更新迭代、相继进行转型，其速度日益加快，多
样化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之中都在面临着不尽相同的挑战以及机
遇，全新的文化即将层见叠出。现代社会结构，尤为复杂，需
不同种类的文化对社会发展进行服务，正因愈来愈多的多样文化
对社会发展进行服务，从而造就文化愈加多元化，同时其也作
为现代复杂社会结构背景之下的多元文化。通过这样多感官的进
行学习的方式，为其提供良好的教学体系，对其进行不断改
进，在自身熟悉的听觉环境领域中认真倾听。利用多感官学
习，对学生自身的创新能力进行开发，提升其对于情感的表
达，让其从传统封闭的环境中走出，使其行为不断进步。这种
音乐教育方式，是普通高等院校所不具备的，也没有存在视唱
练耳教学之中。但是却可以帮助高校学生建立正确音乐感，通
俗易懂点讲，就是大众之于音乐产生的感受。在较为科学化以及
规律化的教学方法之中，可以让学生对于音乐强弱、高低具有最
为基础的认知能力。

2  视唱练耳教学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教学实践策略
2.1愈加重视学生的音乐体验
在实际进行音乐教学过程之中，音乐教师需经常利用视唱练

耳教学，其具有构唱法以及音程训练法等多种方式，逐步对学生
自身的音乐素养进行培养和提升。不管教师采用哪一种教学策略，
其都具有特定作用，但在具体方法应用之上应结合学生自身学习
特性进行充分考虑，以便愈加均衡培养学生自身能力。与此同时，
在实际音乐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愈加注重、明确学生主体地位，
保证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参与视唱以及听辨训练过程之中，
对学生自身学习效果进行愈加积极的关注，以便及时对学生自身
不足之处进行指正，随时调整教学策略，让视唱练耳实际教学过
程中更具实效性以及针对性。除此之外，教师还需加强师生互动
以及学生之间互动，以便对学生自身音乐创造能力进行培养。例
如，即兴创作歌曲，依据学完的曲目，鼓励学生之间进行合作创
作，语言文字功底相对较好的同学可以负责填词部分，而节奏感
较好以及歌唱功底较为扎实的学生可以负责领唱部分等，通过开
展如此形式的教学模式，学生自身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课堂
教学结束之后，教师需给学生布置与课堂教学相对应的视唱任务，
并随之提出要求，要求其可以进行准确弹唱，等到下节课程开始
之时，让学生来到台前进行展示，基于此，既可以对学生自身
的唱功进行锻炼，也可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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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高校音乐教育专业而言，视唱练耳作为其重要基础课程，更加是训练音乐以及提升自身音乐听觉的较为重要的音
乐学科课程。这门学科自身的基本结构与训练逻辑具备严谨性的特点，同时其与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融合，相辅相成。因此，高校如
果想培养出音乐素养较高的优秀人才，需对视唱练耳教学进行强化，这是极为重要的。基于此，本文就视唱练耳教学在高校音乐教
育中的作用与教学实践进行探索，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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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综合多学科知识
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其与各学科知识之间具有紧密联

系，仅对其中一门知识进行掌握很难对音乐能力进行提升。对
于视唱练耳而言，其是一门综合性的较强的学科，其与钢琴、
声乐、合唱指挥等皆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实际的视
听练耳教学过程之中，教师应善于与多学科知识进行结合，从
而促进学生自身综合素养进行全面提升。例如，在实际视唱教
学过程之中，教师可要求学生利用“合唱”的方式进行视唱，
唱声需较为轻柔和优雅；并且在唱中低音时，指导学生相对较
为放松的唱;在唱高音时，让学生与声乐课程中的引发头声共鸣
进行综合，仿佛蒲公英在空中利用轻盈的身姿翩翩起舞之状进行

“放声歌唱”，并配合相应的手势对高音所处于的空间位置进行
自行想象，同时借助声乐之中的所谓“呼吸”之道，以便呈
现出愈加良好的音乐“语感”等。除此之外，教师可以对多
媒体设备加以利用，借助其开展视唱练耳教学，可以播放蒙古
歌舞，以此营造出视听效果俱佳的学习环境，也可以通过此视
频，让其学习蒙古舞，感受其具备的音律、音调以及节奏等，
从而将提升视唱练耳层次目的进行实现。

2.3多音色听觉训练加强
对于视唱练耳而言，以往其课堂教学的教学工具主要是以钢

琴为主，但是其并不能取代其他乐器。如果仅让学生依据钢琴
对音色进行辨别，不利于提升学生对于音色的辨别能力。首先，教
师可以借助歌曲对学生进行训练，训练其自身听辨能力。而且这
种训练内容是其最基础的训练方式，每位学生具有的音色迥然有
别，利用歌曲进行训练，可以对学生自身听辨以及鉴赏能力进行
提升。其次，可以借助各种各样乐器自身带有的旋律和独奏，对
自身听觉训练进行加强，这也将意味着各高校需在音乐教育专业
所需经费加大投资力度，以便其购买乐器设备，并依据教学内容
对相对应的乐器设备进行利用，学生通过对乐器音色的认知愈加
广泛，是听辨能力得以强化[2]。

3  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于现代化教育背景之下，社会不断进步发

展，对于培养音乐人才的目标不断进行改变，同时也对高校音乐
教育提出了相对较高的教学标准。对于视唱练耳而言，其作为音
乐领域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门基础技能课程，高校音乐教师应不断
对教学理念进行更新迭代，同时将教学方法进行优化，科学合理
化对学生自身视唱练耳能力进行训练及引导。不断积累自身经验，
直至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复合型的优秀音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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