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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声乐课堂古诗词歌曲教学实践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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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针对高校声乐课堂上的古诗词歌曲展开讨论，分析中国古诗词歌曲的特点及其在声乐教学中的传承价值，通过对教学实践

的研究，探索古诗词歌曲在高校声乐教学中的应用措施和优化策略，提升高校声乐教学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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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and songs in college vocal classes, analyze their inheritance value in vocal 

teaching, and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ancient poetry and songs in college vocal teaching through research on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college vo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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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古诗词歌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主要是指利用古

代现有的诗词进行填词创作的音乐作品，是古代文学与现代音乐的

有机结合。从古至今，在中华文明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

了《诗经》《蒹葭》《楚辞》《夜书所见》等经典古诗词歌曲，在当

今现代也有像《月满西楼》《知否知否》《明月几时有》等流行音乐

作品。将古诗词歌曲应用到高校声乐课堂上，能够在深化古诗词中

的艺术性与声乐艺术的联系的同时，创新高校声乐课堂的教学模

式，引领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学生艺术修养和人文

情怀。 

一、古诗词歌曲概述 

古诗词歌曲泛指一切将传统文化中的古诗词作为歌词的音乐

作品，其从古诗词发展为古诗词歌曲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古诗

词歌曲作为表达感情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承载和传达了不同

时期社会文明的特点和人们内心的情感，记录着古诗词歌曲的变迁

史，同时也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古诗词歌曲根据其发展历史

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由清末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作为分界线。第一类

为古代歌曲，既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的古代诗词艺术歌曲，其经典

代表为有春秋时期的《诗经》《楚辞》《离骚》，唐宋清时期的《阳

关三叠》《扬州慢》《渔翁》等，均为以古典诗词为歌词的民间戏曲、

民间歌谣、文人咏诵等。第二类为清末时期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古

诗词歌曲，西方音乐的传入对我国的传统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当代作曲家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音乐的作曲技巧和记谱法，对

我国的传统音乐的曲调技艺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借助古代诗词作为

歌词，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古诗词歌曲。其经典代表作为《大

江东去》《木兰辞》《将进酒》《蝶恋花》《淡淡幽情》等，充分融合

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巧和中国古诗词的古典文化内涵，多用琴、笛、

萧、琵琶等我国传统乐器作为伴奏，曲风优雅大气，具有极高的传

唱度，是现代音乐作品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古诗词歌词在高校声乐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如今的高校声乐教材中，涉及到我国古典音乐的内容较少，

将古诗词歌曲等传统文化融入到高校声乐教学工作中，能够有效丰

富教学内容。同时，教师可以借助古诗词歌曲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感受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与内涵。激励大学生更好地

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2.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古诗词歌曲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高校声乐课堂上，教

师将古诗词歌曲与声乐演唱教学工作联系起来，能够在创新教学形

式锻炼学生声乐演唱技巧的同时，将古诗词中的文化内涵传递给学

生。学生可以在学习声乐演唱技巧的同时，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对古诗词的创作背景、文化内涵、思想情感等内容进行探索，

感受古诗词创作者的思想品格。从而实现对学生道德方面的教育和

培养，帮助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将古诗词歌曲引入到声乐教学课堂

上，教师可以在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对学生的思想品格和

文化修养进行潜移默化的感染和提升，为高校声乐课堂提供更加多

元化的教学形式和美学体验。 

3.提升学生的声乐演唱技巧 

古诗词歌曲具有中国古典文学的古风音韵之美，创作者在进行

古诗词歌曲的创作时，需要对古诗词中的文化性和艺术性进行充分

的研究，保证古诗词歌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韵律。教师在进

行声乐课程的教学时，需要不断提升个人对于古诗词歌曲的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对教育教学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增

强个人专业技能，创新教育形式，剖析中国古诗词中独特的节奏和

韵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注意对学生的咬字、行腔等内容进行指导

和训练。教师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古诗词歌曲的教学工作，

借助古诗词歌曲训练学生在声乐演唱过程中的韵律感，提升学生声

乐演唱水平。声乐教师除了对学生进行日常的声乐演唱训练之外，

还需要针对戏曲腔调组织学生进行专项练习，加强学生的气息训练，

丰富学生的演唱技巧，从而拓宽学生的的声乐演唱路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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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专业修养和演唱技巧。中国古诗词歌曲节奏平稳舒缓，具有

一定的韵律性和连贯性，音域跨度较大。教师需要训练学生借助自

身的声乐演唱技巧，达到古诗词歌曲演唱要求的效果，在学习和训

练的过程中充分提升学生的声乐演唱水平，推动高校声乐教育的变

革和发展。 

三、古诗词歌曲在高校声乐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措施 

1.选择适当的古诗词歌曲作为教学材料 

在进行声乐课堂教学之前，高校声乐教师应提前做好各项课堂

准备工作，充分结合本学科的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做好古诗词歌

曲的筛选工作，有针对性地对课堂上用到的古诗词歌曲进行筛选。

保证选择的古诗词歌曲既能够满足声乐演唱技巧的训练，也能够对

学生进行中华古典文化的教育和传承，培养并提升学生的综综合素

质。例如《离骚》《霓裳羽衣曲》《秦王破阵乐》等经典曲目，不仅

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传唱度，而且其创作的时代特征明显，歌曲的

意境优美，能够在完成日常教育任务的同时，带给学生美的体验。

乐府诗《长相知》的作曲采用了我国传统戏曲的音调，其音调婉转

迂回，演唱方式为一唱三叹式，主要传达了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与

坚定的信念，内容含蓄但情感强烈。教师通过对这首歌曲的教学分

析和生动演绎，能够对学生的声乐演唱技巧和演唱时需要投入的情

感进行有效的训练。南宋词曲《鬲溪梅令》同样表达了对爱人的相

思之情，其采用的是清乐商的调式，风格纤柔绮丽，具有一定的戏

剧张力，需要演唱者对演唱音量和整体风格进行有效的把控，对歌

曲的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创新，增添作品的灵性。训练学生在演唱

过程中保证气息的连贯匀速，适当加入与歌曲沉静淡然的风格相适

应的演唱情感，对歌曲进行充分且恰当的演绎，表达歌曲创作者对

爱人的相思之情。教师通过将此类古诗词歌曲融入到教学课堂中，

激发学生对我国古典文化的学习研究兴趣，调动学生学习中国古典

文化的主动性，丰富课堂教学内容，避免学生产生消极情绪，为学

生创造良好的声乐学习条件。 

2.做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研究 

高校声乐教师需要对我国优秀的传统音乐进行深入的研究，优

化高校的声乐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古诗词歌曲的韵律、文化内涵等

方面的特征展开声乐教学活动，对学生的声乐演唱技巧进行训练，

完成高校声乐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高校声乐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

时，需要深入贯彻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有针对性地选择古

诗词歌曲，对此展开教育教学应用研究。在进行教学方案编制工作

时，可以选取多种风格形式的古诗词歌曲，丰富教育教学的内容和

形式，结合高校声乐专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学目的和发展需求，建

立健全古诗词歌曲的教学体系。整合声乐专业的教学素材，提升声

乐教育研究工作效率，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教师需要

不断完善高校声乐教学的教材体系，选择合适的中国古典诗词歌赋

作为课堂教学材料，帮助学生从多个维度理解古诗词歌曲的文化魅

力，帮助提升学生的声乐演唱技巧。高校教师还应该积极组织并参

与中国古诗词歌曲的研究工作，不断提升自己在音乐学、文学、史

学等学科方面的专业知识，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对声乐课堂教材

进行更加权威化系统化的改革与升级，将中国古诗词歌曲充分融入

到声乐教学工作中，编写符合现代声乐表演现实需求，充分体现中

国古典文化的教学素材。让学生在学习声乐专业知识的同时，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培养学生的艺术史观，从而实现中国古

典文化的发扬与传承。 

3.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工作要求高校教师充分关注学生的学习情

况，激发学生对专业学科的兴趣，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教师在

进行声乐专业的教育教学工作时，可以通过多种创新的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体会和把握古诗词歌曲的韵味，利用古诗词歌曲对学生的

声乐基础、文化内涵等进行教育和培养。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分组

讨论的形式进行学习，鼓励并引导学生对古诗词创作背景、政治思

想、情感体验等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读。最终在课堂上通过小

组 PPT 演示的方式，展示小组的学习成果，锻炼学生对于歌曲的感

悟能力。从而引导学生将个人的感悟带入到声乐演唱之中，提升学

生声乐演唱的技巧性和艺术性。通过这种创新的自主学习方式，提

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对于声乐专业的学习热情，帮助

学生掌握并巩固声乐演唱技巧及专业基础知识，提升高校声乐教学

质量。 

4.创新声乐演唱的表现形式 

高校教师应对学生展开戏曲唱腔的教学工作，帮助学生感受并

掌握中国古典音乐中的装饰音，锻炼并提升学生的声乐演唱技巧，

拓宽声乐演唱的表现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索兴趣。为古诗词歌

曲在声乐训练中的有效应用提供基本的教学基础，帮助古诗词歌曲

更好地融入到声乐教学工作中。在高校的声乐教学课堂上，教师也

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对古诗词歌曲进行改编和创新，将 R&B、嘻哈、

爵士等现代流行的音乐元素融入到古诗词歌曲之中，为古诗词歌曲

赋予亲切感，充分拉近学生与古诗词歌曲的距离。将经典的传统文

化与新兴的流行文化进行有效的结合，刷新学生对于古诗词歌曲的

认知，为声乐教学课堂增添新的活力。例如在进行《阳春》《渔歌》

等古诗词歌曲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播

放该曲目，引导学生对歌曲进行欣赏和品鉴，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

行分组讨论，分享自己对于歌曲的理解和感受。鼓励学生针对课堂

教学内容提出各类问题，教师可以有选择性地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

行耐心的解答，为学生讲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背景及其蕴含的文化

与情感，向学生传授演绎该歌曲时应用的声乐演唱技巧。教师通过

多元化的教学形式，扩宽声乐教学的教学思路，帮助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充分落实现代化素质教育。 

结束语：古诗词歌曲在高校声乐教学课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高校教师和声乐艺术从业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古诗词歌曲

的艺术魅力与教育价值，将其充分融入到声乐演唱和高校声乐教学

工作中来，不断丰富声乐教学内容，创新声乐教学方式，进行教学

实践活动，帮助高校声乐教师提升教学工作质量。古诗词歌曲在高

校声乐课堂上的教学实践能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的

同时，有效提升学生声乐方面的专业素质，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落实高校声乐教育教学目标，实现高校教育的科学发展

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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