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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观念下大学合唱指挥教学改革的创新
魏　清

（江苏省扬州市职业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合唱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对专业的合唱指挥人才也有了较强的需求。在大学音乐

教育中，合唱指挥是一门具有很强综合性的必修课程，是培养综合性音乐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大学

生合唱指挥教学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与创新。“融合”观念在合唱指挥教学改革中的运用，有利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弥补当前教

学中的不足，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本文从“融合”的角度出发，对大学合唱指挥教学改革的创新发展进行探究，以提升合唱指挥教学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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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合”观念下教材的改革

在大学合唱指挥教学中，教材上的融合主要是指理论与实践、

合唱与指挥、曲目风格以及新旧知识四个方面。合唱指挥课程是

由合唱与指挥两个部分构成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因

此教师在教学中要综合考虑合唱与指挥两部分，不能顾此失彼，

既要对合唱涉及到的各种音乐原理进行讲解，也要注重图示、指

挥技能等方面的教学，同时还要积极融入新的内容，比如一些先

进的合唱训练方式或者指挥技法等，结合一些曲谱组织学生开展

实践训练，以此来加深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同时促进其合唱

指挥实践能力的发展。

在选择曲目的时候，教师既要保留教材中的经典作品，也要

适当地引入一些优秀的、知名度高的现代流行曲目，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现如今，许多改编自流行歌曲的合唱曲目也非常具

有代表性，如《稻香》《青花瓷》等，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爱，

对于合唱指挥教学效果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方

式，能够使教材内容更具时代性。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入一些戏

曲、诗歌、外语等改编的合唱曲目，对教材内容形成补充与延伸，

以此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还能够让学生接触多种多样的合唱曲

风，开阔他们的音乐文化视野，使合唱指挥课堂紧跟时代的步伐，

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二、“融合”观念下教学过程的改革

（一）教师专业素养的融合

教师专业素养的融合是指教师要扬长补短，既要掌握充分的

理论知识，又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如组织学生合唱训练与指

挥排练等。大学院校在聘任合唱指挥课教师时，也要注重对教师

综合素养的考察。此外，还要为教师提供学习提升的平台，加强

培训活动，以促进合唱指挥课程教师的专业能力发展，提高教学

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的融合

“合唱”与“指挥”密切相关，在教学当中，教师也要将二

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比如在组织学生开展合唱排练的时候，教师

可以渗透一些指挥手势动作的讲解，使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快速

地理解各种指挥手势。在教学指挥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配合

自己的指挥技法与手法进行合唱，或者让学生上台来进行指挥。

通过合唱与指挥的相互融合，有利于使课程各部分内容之间联系

地更加紧密，强化学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将合唱与指挥更好地

结合起来，实现学习效果的提升，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达

到学以致用的效果。

（三）姊妹艺术的融合

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现代音乐教育应当加强与姊妹艺术

的联系，让学生感受多种艺术形式的特征与表现手段。在合唱指

挥课教学中，教师也要积极地引入其他的艺术活动，比如将舞蹈

与音乐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律动舞蹈的过程中感受和表现音乐；

通过中国水墨画中的留白手法来品味呼吸在合唱中的作用；通过

朗诵活动让学生感受合唱曲目中发音、吐字、旋律起伏以及情感

表达等方面的技巧。将姊妹艺术融合到合唱指挥课程当中，能够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表现作品，对于教学效果有着重要的提升

作用。

三、“融合”观念下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融合”观念下，教师要摆脱过去单一化的教学方法，注

重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通过多样化教学方法的融合来打造开放

式的课堂。就合唱指挥课而言，所能使用的教学方法很多，如体

验式教学法、达尔克罗兹教学法、探究性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

奥尔夫教学法等，教师要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学习需

求来选择最为合适的方法，使合唱指挥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例如在导入环节，教师可运用游戏活动、视频、音乐等方式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合唱训练的时候，可采用达尔克罗兹的体态

律动教学法，使学生对音乐形成更加深入的感受；在面对转调问

题的时候，教师可运用柯达伊手势对学生进行指导等。通过教学

方法的改革，可以更好地使用不同学生、不同教学内容的需求，

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教育改革与社会需求变化的背景下，大学合唱

指挥教学应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积极寻求改革与创新，从合

唱指挥的教材、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等方面出发，将“融合”观

念渗透到合唱指挥教学的过程中去，促进学生理论知识水平与实

践能力的协同发展，提高大学合唱指挥教学的效率，将学生培养

成为优秀的音乐人才，为我国音乐艺术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上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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