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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声乐教学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李金莲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青少年宫，新疆 博尔塔拉 833400）

摘要：当代社会，伴随着教育革新和社会进步，我国教育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正逐渐向低龄化和超前教育趋近。教育者根据不同年

龄段儿童的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有计划的教育，严格贯彻因材施教原则，选择适合少儿学习的相关曲目进行技巧学习，通过培养少儿

的声乐兴趣，启发少儿的思想，强化少儿的相关素质。本文通过查阅和收集相关资料，对少儿声乐教学的定义深入理解，对少儿声乐教

学的意义产生新的认知，接着对少儿声乐教学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进行仔细剖析与研究，最后，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的对策以促

进少儿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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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儿声乐教学的意义

在音乐艺术教育中，少儿声乐教学是促进少儿发展的关键

环节之一，同样也是音乐艺术里不容忽视的部分。一方面，音

乐作为当代特别的教育手段，它能够有效地刺激人的大脑皮层

的活动对大脑神经产生一定的影响，以此促进感官系统的发育，

稳定地调节和控制大脑的功能。另一方面，音乐还能平衡左右

脑的均衡开发，使左右脑相互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少

儿声乐教学目前已经得到了教师、家庭、社会的认可以及强烈

的支持。许多学生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精神层面的发展，不仅仅

能让孩子进行声乐的教育，而且还扩展到美术、舞蹈等众多艺

术领域，来提升儿童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加强记忆能力，

促进少儿智力发展。

二、少儿声乐教学中出现的常见问题

（一）声乐学习的局限性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声乐教学只是对音乐歌曲的演唱，甚至

还存在有一部分的少儿音乐教师也有相同的观点。然而，声乐教

学还有许多专业技巧的学习和锻炼。声乐本就是一门看不见也摸

不着的艺术学科，学科中隐含的大量知识都是我们无法直接观察

到的，还存有不能理解的情况。比方说，胸部和腹部结合呼吸、

喉咙的敞开、头声的使用情况等等，这些都是抽象的，并不存在

具体的操作练习，对于尚未发育完成的少儿来说，学习起来存在

有很大的挑战。此外，有些家长对声乐教学成效的急迫感使得孩

子学习半途而废，因为声乐学习具有长期性和抽象性的特点，不

可能在短期内呈现十分明显的效果，需要长时间的磨练。

（二）少儿音域的制约性

根据调查分析，声乐教学过程中存在有这样普及的现象。这

种现象的出现都不分原因应该是少儿音域的制约性。生理角度上

分析，少儿的喉咙、声带等唱歌需要运用的器官还未发育成熟，

少儿演唱一般以真声为主，声音纯净清新，音域较窄。从心理上

分析，少儿见到的世面太少，在需要唱歌练习时，学生大多不敢

开口唱，更不敢大声唱，还有些少儿因自身条件满足本可以唱到

高音，但由于害羞而达不到预期目标。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

注意的是，少儿作为音乐的初学者，对于声乐技巧理解不够深入，

技巧掌握不够到位。

三、针对少儿声乐教学中常见问题提出的策略

（一）多与家长沟通，鼓励学生积极实践

在少儿声乐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仅要尽可能多地与学

生沟通交流，还要多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和沟通。告知家长孩

子在上声乐课时的表现情况，使家长更加放心。教师与家长达

成一致目标，鼓励家长表扬孩子，提高学生的自信心，鼓励学

生积极实践。倘若这一策略落实到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缓

少儿声乐学习的局限性。例如，在准备中央音乐学院少儿声乐

考级的前提下，学习《数鸭子》这首儿歌时，这首歌有一定的难度，

教师通过一起合唱中，发现孩子会们出现自信心不足、不敢唱、

咬字不清的问题。要有耐心地疏导学生，寻找学生的闪光点进

行表扬，给予学生足够的信心。抓住合适的机会，让学生多参

加教育培训机构的汇演，积极的参与实践，锻炼孩子的胆量。

最后，在真正练习歌唱时，少儿就会有一定的提高，声乐学习

也能顺利进行。

（二）具象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

音乐教师应针对少儿年龄小的特点，注意教学的方式，使

教学更加详细具体，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动作让

学生深入理解老师所教授的内容。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该注意学生的劳逸结合和身体局限。落实这一策略会有助于

少儿难以理解问题的改善。例如，在学习《小螺号》这首歌曲时，

由于这首歌具有高音、长音的特点，那么少儿就应该得到针对

性的锻炼。教师在教授胸腹联合呼吸方法的时候，为了让学生

更好的理解，可以形象地把肚子比作气球，把气球打足气就是

吸气，释放气球的气体即是呼气，这种气沉丹田的方式使少儿

发声具有底气。

（三）加强气息锻炼，学会科学发声

气息的锻炼是音乐学习的最基本的部分，加强少儿气息的锻

炼，可以解决少儿音域的制约性，也可以科学地保护少儿的声带，

合理控制气息有助于学生在演唱时有平稳的气息透支。例如，在

学习《让我们荡起双桨》时，要求音准、节奏准确，声音自然，

教师就应该加强学生气息锻炼，教学生正确地咬字，达到吐字清

晰的效果。

四、结语

总而言之，少儿声乐教学看似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比较

漫长艰难，声乐教学有助于少儿器官的开发、能力的发展、思维

的打开。因此，教师应该认真对待学生的声乐教学，攻克常见的

问题，采用科学正确的方式进行培养和加强，共同打造少儿健康

发展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