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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当下的声乐教学中往往只是的一味的强调声乐的表演能
力和学习能力的提升，却忽视了对声乐艺术欣赏能力及创造能力
的培养。这样的教学往往会导致学生的表演能力大大的低于其创
作能力。对此，进行多元化教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因
此对于声乐教学多元化已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如此，
但声乐教学多元化的推行也存在着相应的问题。

1  声乐教学多元化的基础概念
声乐教学多元化是指将声乐教学向多个方向发展，而不拘泥

于某种所谓的“标准形式”。声乐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声乐风
格的多元化，这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创新，更需要多元化的审美
作为基础。为此，声乐教学的多元化主要目标即是对培养学生
对多元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更加多元化的艺术审美的追求。

声乐教学多元化相比较于传统的声乐教学方法拥有以下几个
特征：

一是更多的风格：多元化的声乐教学更加注重不同风格的培
养，而不是拘泥于一种风格去深造。

二是更包容的审美、多元化的声乐教学拥有更加包容的审
美，能以包容的态度去接受和欣赏不同风格不同形式的艺术创作。

三是更强的创新性：相比较传统的音乐教学模式，多元化
的声乐教学更倾向于不断地向外探索，寻找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
手法。

正是这些特点使得声乐多元化教学相比传统声乐教学拥有了
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2  声乐教学多元化的发展现状
但在现当下的传统音乐教学中，我国教师总是去刻意的遵守

某种固定的模式进行教学，过于注重声乐的表演技巧，却忽视了
学生对声乐艺术的赏析能力。过于在意一个班级里面所有学生的
共同点，而不能做到因材施教，去发展每个同学的特点。这使得
学生的模仿能力大大提高，但却失去了属于学生自己的特点，丧
失了创新性。让学生的艺术素养得不到有效地提高，大大限制了
学生的发展高度。因而声乐的多元化教学便显得尤为必要。

西方音乐除了旋律以外还有着和声、调性、音色、力度、复
调对位、节奏变化等等多个维度的特点，通过对西方音乐的学习
让我国的声乐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正因如此，我国在声
乐教学上往往会过于重视西方声乐的元素而忽视了中国声乐的特
色。为了防止这种局面的加剧，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朝着传承的
方向去努力，学习我国音乐的特点，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去做出尝
试，使得教学方法更加多元化，让学生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多的可
能性。

3  声乐教学多元化的途径
虽然声乐教学多元化已成为了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在实际的

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小的阻力。首先是个性的多元化问题。声
乐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音乐风格的多元化，而要使风格多元化那
么必然要先使学生的个性多元化。现在的声乐教学往往更注重于
培养学生的共性，“千人一声”的现象普遍存在，却忽视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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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个性的培养。这就导致了学生的特点无法发挥，多元化的
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阻碍。为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在课堂
上更应注重因材施教，依照学生的特点来挖掘学生的潜能。如此
教学，不仅仅能促进声乐教学多样性的发展，更能促进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在
课堂中增加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让学生在课堂上更有参与感的同
时，还能够让学生拥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学生亲身参与到教
学中时，便会自主地去选择自己更感兴趣或者更擅长的方向去努
力。如此即便不需要教师引导也能达到培养学生特点，挖掘学生
潜力的过程。成功地解决了因为学生太多而无法逐个兼顾的问题。

除了因材施教以外，及时反馈也是发展声乐教学多元化和提
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方法。通过及时反馈，学生可以准确地
认识到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科目，也就能够按照自己的优势科目
进行发展，还可以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差补缺。另外通过
及时地反馈能够让学生不断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激发起对于不
断提高成绩的学习动力。

同时在当下，教师可以通过丰富课堂中对于教学器材的使用
来让声乐教学变得更加多元化。例如使用多媒体让学生体会不同
风格音乐的特色等。

虽然课堂中应该以学生作为主体，但教师亦是课堂组成中至
关重要的一部分。相比已成系统、拥有固定模板的传统声乐教学，
多元化的声乐课堂教学则对于老师的专业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

4  多元化声乐教学存在的缺陷
诚然声乐教学的多元化在有诸多好处，但也仍然存在着诸多

缺陷。只有辩证地去审视它才能使它在教学中发挥最大的作用。
目前而言，声乐教学的多元化不论是对于教师的需求还是对于社
会而言都有些超前。一方面，多数教师的水平不足以完全达到多
元化教学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的审美取向不够多元化导致了多
元化的创作无法得到社会需求。而社会需求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的
创作方向。因此，我国对于声乐的多元化教学仍然任重而道远。

5  结束语
多元化的声乐教学不论是对学生而言还是对国内的艺术环境

都大有裨益。它不仅仅能进一步激发我国艺术创作领域的创作热
情，更能够丰富我国声乐艺术的表现形式，提高我国民众的音乐审
美。但是多元化音乐的推行仍然面对着不小的困难。比如教师水平
无法达到课程要求，和社会需求的不足等等。因此就目前的社会形
势来看，推行多元化声乐教学切不可急功近利，应该稳扎稳打，循
序渐进，视地区推行。虽然面对着重重困难，但值得肯定的是声乐
多元化教学的推行与发展必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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