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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文手势在小学音乐合唱教学中的优势分析
司雨婷

（南京市浦口区新浦实验小学，江苏 南京 211800）

摘要：近些年来，柯达伊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学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柯尔文手势教学在合唱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培

养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促进其各项音乐能力的发展，在陶冶学生高尚情操、提升学生合唱魅力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一教学法能

够利用不同手势与高低位置来代表不同的唱名，从而帮助学生感受唱音的高低关系，有效促进了合成知识呈现方式的直观化。因此，笔

者结合实践经验，探讨柯尔文手势在小学音乐合唱教学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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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需要通过各种音乐实践活动的开展，帮助学生培养音乐

学习兴趣掌握各项音乐能力和音乐素质。小学音乐教师将柯尔文

手势引入合唱教学课堂，以其直观形象的音乐课堂构建优势，提

升音乐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对相关基础知识和合成技能建立直

观、立体认知，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合唱兴趣与能力的发展。

一、柯尔文手势的基本概述

音高关系是抽象性较强的音乐知识之一，考虑到小学生的抽

象认知能力的发展水平和需求，教师要恰当地将柯尔文手势教学

引入课堂。柯尔文手势能够帮助学生形象且直观地理解首调唱名

体系中各个音级之间存在的调式音级的倾向和高低关系。在小学

音乐教育领域，这种教学方法是师生肢体语言交流的重要媒介，

有效加深了学生对音高和音准调整技能的理解。在实验音乐课堂

上，教师柯尔文用手势来形象地呈现各个音的相对高度，有效提

升了课堂教学直观性。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教师的柯尔文手势，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音准。就目前而言，小学音乐课实际教学中所存

在的低效化问题，需要柯尔文手势教学的引入，这是一项有效的

创新教学措施。在创新音乐课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有效地运

用柯尔文手势提升音乐课的教育功能，优化音乐课程教学实施质

量。

二、柯尔文手势在小学音乐合唱教学中的优势

（一）柯尔文手势教学，培养识谱能力

识谱能力是帮助学生打开音乐表演大门的一把钥匙﹐也是教

师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重要机会。在合唱教学中，识谱教学是开

端。只有学生有效掌握识谱知识，才能准确理解乐曲、唱好乐曲。

死记硬背的方式在识谱学习中是行不通的，那种学习方式对于小

学生而言是枯燥无味的，会降低学生学习合唱的热情，故而是极

其低效的学习方式。教师为了帮助小学生迅速学习音乐知识﹐促

使其在合唱练习中发挥聪明才智﹐要借助柯尔文手势教学大力挖

掘学生在音乐学习方面的艺术想象力。比如，教师把难学难记的

识谱知识，用顺口溜儿歌和柯尔文手势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呈现，

从而促使这首儿歌易懂易记、流畅上口。学生练习合唱时，可以

动手又动脑，让实践和思维活动相融合。

（二）柯尔文手势教学，帮助学生把握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音乐的灵魂，只有把握好

乐曲节奏，学生才能高质量完成合唱。在柯尔文手势教学中，有

独特的节奏训练法。教师可针对节奏教学，设计柯尔文手势教学

与合唱教学的具体融合方式。柯尔文手势教学中每个节奏型都有

特殊的读法，这与区别于传统节奏教学中的节奏呈现方式是不同

的，由于借助了肢体动作的相对高度，这种呈现方式更为直观、

容易识记。在小学音乐教育的初级阶段，音乐教师需要将节奏要

素从合唱教学中分离出来，对于学生理解乐曲很重要。借助柯尔

文手势教学，引导学生配合身体律动练习歌曲节奏，可以令小学

生在运动中感知节奏的韵律、符号、音响，从而帮助其实现感性

体验的积累，逐渐形成节奏的内心感觉。教学实践中，教师要给

予节奏中的不同时值一个相应的音节发音，然后让学生进行反复

练习。这可以让音节发音、符号与相应时值之间形成记忆，继而

帮助学生建立稳定的认知联系，可以达到促使学生准确掌握节奏

的训练目的。此外，在柯尔文手势节奏教学中，借助将节奏贯穿

于做游戏的方式，还可以增加教学对学生节奏知识知识学习的引

动作用。

（三）柯尔文手势教学，加强听觉能力培养

合唱要求学生在唱好自己声部的同时，还要感受并准确辨别

周围同学的音色、强弱力度、音高等信息，从而保证个体表演与

其他声部均衡、协调。故而，教师要在合唱教学中要求每个学生

具备正确的听觉和音准能力。利用柯尔文手势教学，通过手势的

直观呈现方式，展示出各音的相对高度，并且提示发音口型，有

利于使学生正确音准概念的形成，能帮助他们将音正确地唱出来。

例如，教师用手势提示学生唱 fa 时，大拇指向下，它表示唱 fa 的

感觉要向 mi 靠拢；发 mi 音时，舌尖贴着下齿龈，有平放的感觉；

体现出 fa 到 mi 的半音关系等。在实际表演中，唱需建立在听的基

础上。如果学生脑海中没有形成正确音高位置，此时他们就会表

现得不敢唱，不知道音需要唱多高。在音准训练中，应让学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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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练习听觉，并结合钢琴、范唱、电子琴等手段，让学生一遍遍

地听音、模唱，从而逐渐让学生头脑中建立正确的音高、音准位置，

帮助他们掌握各音间的空间距离。

三、柯尔文手势教学，创设游戏氛围

多声部、二声部、和声训练的高效进行，是合唱教学的重要

内容，其中和声是合唱的魅力的源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

音按照一定的法则同时发声而构成的音响组合，即是和声。很多

时候，合唱比赛变成了歌咏比赛或齐唱比赛，给小学生留下了这

就是“合唱”的错误印象。实际上，要展现合唱的魅力，获得美

妙的和声效果，是要经过系统的、严格的和声训练，而练习齐唱

即可。这项训练是系统性的、长久的、科学的训练，通常可以在

柯尔文手势教学的辅助下完成。教师要引导学生持之以恒，才能

取得预期效果。首先，教师采用柯尔文手势进行音程、和声训练时，

要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训练。教师可以安排各组演唱不同的音高，

并用柯尔文手势提示学生各音的音高位置，帮助学生把握音准，

体悟和声感觉。为了增加训练趣味性，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玩“找

朋友”的游戏，比如教师唱 1、学生唱 3，教师唱 2、学生唱 4。

反复练习之下，学生就能够找到和声感觉。其次，不同手势呈现

不同声部的音高，帮助学生开展多声部和二声部的练习，引导学

生及时调整音准，对学生的听觉能力进行训练，并培养学生互相

配合、互相倾听的能力。最后，要强化欣赏训练，让学生多聆听

优秀合唱歌曲，从而培养学生的合唱乐曲审美能力，使学生切实

感受到合唱带给人们的听觉享受，帮助学生将歌咏和合唱区别开

来。合唱教学与柯尔文手势的有机结合，有效促进了合唱教学趣

味化和形象化，令小学生可以在快乐的游戏氛围中学习合唱、感

受合唱魅力。

（一）柯尔文手势教学，培养抽象思维

小学生对抽象内容的学习效率比较难以提升，音乐教师借助

柯尔文手势教学，对教学内容进行形象化、直观化处理，从而达

到降低学生理解难度，加强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目的。例如，开

展音准教学时教师利用柯尔文手势帮助学生进行感知和记忆，进

而解决音准学习难题。如果用语言来描述音的相对高度，小学生

是难以对其理解和把握的。教师手势来对每个音的相对高度进行

形象化的呈现，则可以让小学生更好地获取音准知识。在柯尔文

手势中，运用手相对与身体的不同高度表示音的相对高度，小字

do 大约处于人体的腰腹部平行的位置，do 之后音准的手势逐步升

高，直到小字二组 do 的手势上升到大约头顶之上位置。通过手势

位置对音准相对高度进行处理之后，学生就可以迅速对其建立直

观的形象认知，长期训练之下，不仅可以促使学生准确掌握音准，

而且可以帮助他们有效提升抽象思维能力。

（二）柯尔文手势教学，强化声势训练

在小学音乐中，利用姿势创造出声音的音乐过程，被人们称

作声势。声势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是十分重要有基础的音乐节奏

训练内容。具体实践中，声势一般包括了跺脚、拍腿、拍肩、拍

手等肢体动作。这些肢体动作的融入，有利于训练学生的记忆能

力、反应能力、听觉能力，同时还可以促使学生更准确地辨别音

的强弱和高低。在音乐节奏训练中，教师应用声势练习法时的时

候，要借助柯尔文手势来搭建桥梁，促进学生合唱训练效果的有

效提升。比如在教学《火车咔咔咔》的时候，笔者指导学生用声

势表现“火车前进”的声音特点，促使这首乐曲更加富有动感韵味。

此时，教师要结合声势动作，通过脑袋、眼睛、耳朵、腿部、手

脚以及嘴巴等多个身体部位，作出柯尔文手势，为乐曲的演唱伴奏。

在这种突出具身体验与思维相结合的合唱技巧训练中，学生可以

更为深入地理解乐曲、更为深刻地记住唱法，同时还能使学生音

乐表达方面的协调能力得到有效锻炼。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引

导学生开展乐曲分析活动，从而进一步训练小学生对乐曲的理解

能力。

（三）柯尔文手势教学，提升训练效果

合唱教学在小学音乐中，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实际的

合唱教学中，教师常常为低效化的问题感到困扰，学生尤其对音

程的把握比较困难。故而，教师要有效地将柯尔文手势利用起来，

促进音高距离表示形象化。小学生在视觉作用下，更加容易对音

程的大小产生具体认知，这有助于学生唱好歌曲。比如，笔者教

学《小苹果》这首歌时，要求学生结合教师所示范的柯尔文手势，

充分利用柯尔文手势，促使学生准确地处理低声部、准高声部，

这种合唱训练模式既培养学生的练习兴趣，又降低了练习难度，

有效达到了优化合唱教学模式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柯尔文手势在当前的小学合唱教学中，具有极高

的教学价值。借助这种教学方法，音乐教师既可有效攻克合唱知

识与技能教学中的难点问题，又能够提升学生的对音乐知识的学

习效率。教师要通过不同的教学手段，对合唱教学的各个环节进

行优化，从而将柯尔文手势更加充分、合理地应用到音乐课堂上，

以促进合成教学课教学质量的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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