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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思维培育的高校声乐演唱教学策略刍议

魏郁静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西桂林  541199）

摘  要：本文探讨了基于思维培育的高校声乐演唱教学策略。介绍了思维培育在声乐教学中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培养学生音乐

思维能力、促进表达能力和创造力等，并且从强化音乐理解与分析能力、拓展音乐表达与演绎思维、促进音乐批判性思维等方面，

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策略。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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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艺术的追求，高校声乐教育在音

乐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在传统的声乐教学模式下，学

生往往只注重技巧的学习，而缺乏对音乐思维能力和对声音表

达能力的培养。因此，基于思维培育的高校声乐演唱教学策略

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思维培育在高校声乐演唱教学中的应用 

（一）思维培育的意义和价值 

思维培育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并提升他们的

音乐分析能力，通过培养学生对音乐深入的思考与感知，引导

他们分析音乐作品的结构、曲调和表达方式，使其形成完整的

音乐认知体系。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加准确地理解音乐的内

涵，还能够提高他们对音乐的鉴赏水平和能力。艺术的核心是

表达，而音乐演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表

达能力。通过思维培育，学生能够探索并发展出个人独特的演

唱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演唱更具个性化和感染力[1]。思维培育

也能够激发学生对舞台表现力的创新思考，使其能够更好地塑

造角色、演绎情感，提升歌曲演唱的艺术性。 

在高校声乐演唱教学中，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出新的观

点和想法，能够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通过思维培育，学生可

以发现并探索新的演唱技巧、表达方式和音乐风格，从而推动

声乐领域的创新发展。此外，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还能够帮

助学生更好地解决声乐演唱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演唱的

质量和水平。在声乐演唱教学中，学生需要对自己的演唱进行

评价和反思，同时也需要对他人的演唱进行客观评判。通过思

维培育，学生能够培养出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从而能够准确地

评估自己的演唱水平，并主动寻求改进的方法。 

（二）培养学生的音乐思维能力 

在高校声乐演唱教学中，学生通过学习音乐理论知识，如

音高、节拍、节奏、调性、和声等基本概念和规律，可以建立

起系统的音乐思维框架。了解音乐的基础知识可以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和分析音乐作品，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对作品进行二度

创作和表达。因此，在高校声乐演唱教学中，需要注重培养学

生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提升他们的音乐思维水平。 

音乐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要想真正打动人心，不仅需要学

生精准地演绎音乐作品，还需要学生具备创新性的思维。培养

学生的音乐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活动

来实现。例如，引导学生进行音乐即兴创作、鼓励他们对音乐

作品进行重新编排和演绎等，让学生在演唱中展现出自己独特

的音乐思维和创造性。音乐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和表达形

式，学生应该具备解读和分析音乐作品的能力。通过分析音乐

的曲式、结构、旋律、和声等元素，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音

乐的内涵和情感表达，从而在歌曲演唱中能够更恰如其分地传

达出音乐作品所表现的意境。因此，在声乐教学中，教师应该

引导学生进行独立的音乐分析，提升他们的音乐思维能力。 

（三）促进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造力 

声乐演唱不仅仅是发声器官简单的发出高低变化的音符，

而是一种情感和思想的传达。为了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教师

应该鼓励他们尝试不同的表现手段和情感表达方式。这包括演

唱技巧，如音色的变化、气息的控制，以及舞台表演的肢体语

言等。通过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学生可以更准确地表达自己对

音乐的理解和情感，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与观众交流。即兴表演

是声乐演唱中的一种创造性表达方式。通过给学生提供一些即

兴演唱的机会和练习，可以帮助他们放松心态，勇于展示自己

的创造力。学生可以根据音乐的意境和自己的情感实时二度创

作并演唱，加强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此外，鼓励学生进行音乐创作。音乐创作是培养学生创造

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尝试进行歌曲的创作、

填词作曲等活动。通过参与创作过程，学生将更加深入地理解

音乐作品结构和形式，并将个人的创造力展示出来。这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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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高校声乐演唱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实施 

（一）强化音乐理解与分析能力的培养 

音乐理解与分析能力是指学生对音乐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

解读的能力，以及对音乐的结构、表达和情感进行准确理解的

能力。音乐作品通常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结构，学生需要学会

识别和感知这些特点。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分析一首歌曲的曲

式（如 A-B-A’等形式）以及曲调的变化等来深入了解其结构。

此外，学生还可以学习分析和解读音乐中的其他元素，如和声、

节奏、旋律等，帮助他们更全面地理解音乐作品。学生可以选

择一些经典或者具有代表性的声乐作品，通过仔细聆听和分

析，加深对音乐形式、结构、情感等的理解[2]。例如，对于一首

艺术歌曲，学生可以分析其伴奏织体、歌词发音与旋律走向的

契合度等。通过分析和讨论，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音乐作

品背后的意义和表达方式。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声乐作品的演绎与表

达。学生通过演绎一首声乐作品，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内涵和

情感。例如，通过在情境中的角色扮演、情感投射等方式，学

生可以将自己融入到音乐故事中，更好地理解和传达音乐的主

旨。在实践中学习，能够进一步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理解与分析

能力。并且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典型的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和讨

论，学生可以学到更多的分析方法和技巧。例如，分析某位著

名歌唱家的演唱风格和表现技法，或者比较同一首歌曲不同歌

者演唱版本的差异，都是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音乐理解与分析能

力的有效方法。 

（二）拓展学生的音乐表达与演绎思维 

在高校声乐演唱教学中，拓展学生的音乐表达与演绎思维

至关重要，音乐表达与演绎思维涉及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情感理

解、个性化表达和创造性演绎能力。音乐是一门表达情感的艺

术，学生需要深入理解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并将其融入到

自己的演唱中。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情感投射、情景联想等方

式，从个人角度去诠释一首歌曲的情感内涵，使其表达更加深

入和真实。还要鼓励学生进行音乐的个性化表达。每个人都有

独特的音乐感知和表达方式，学生可以通过发掘自己的音乐个

性，并将其融入到演唱中。例如，学生可以尝试根据自己的音

乐风格和声音特点，对歌曲进行个性化的演绎，使其具有自己

特有的风格和魅力。 

除了情感和个性化的表达，学生还需要掌握一些演唱技巧

和表现能力，以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音乐表达与演绎思维。例如，

学生可以通过气息控制、发声技巧等训练，提升演唱的技巧水

平。同时，通过舞台表演、肢体语言等训练，增强音乐演绎的

表现能力。音乐表达与演绎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过程，学生可

以在传统的演唱中加入自己的创新元素，使之更具个性和新

颖。例如，学生可以尝试二度创作并重新演绎经典歌曲，加入

自己的音乐风格，创作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版本。 

（三）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意识 

在高校声乐演唱教学中，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意识能够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和新颖的观点，使他们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来演绎

声乐作品。鼓励学生尝试不同的风格和表达方式，激发他们的

创新意识。传统的音乐作品存在特定的演绎模式，但学生可以

通过加入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赋予音乐作品新的表达方式[3]。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创新意识的同时，还可以促进其

音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作品中诸多音乐元素进行更准确的

分析和评价，增强对音乐的理解和审美鉴赏能力。在声乐教学

过程中，曲目选择与解读是培养学生音乐批判思维能力的重要

环节。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声音条件、声部高低、音乐素养及风

格特点，选择适合他们水平的声乐作品。在解读作品的过程中，

应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风格特征、表现形式等

方面，多聆听、多模仿高水准的演唱，多观摩学习优秀歌唱家

的演唱状态及舞台修养，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审美鉴赏

能力，以便更好地演绎作品。 

最后，鼓励学生参与各类音乐项目和活动可以为学生提供

专业展示和实践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意识的机会。例如，学生可

通过音乐比赛、演出等活动提升专业技能并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也可参与音乐研讨会及音乐沙龙等活动，通过研讨、交流和分

享，有选择地吸收和接纳新的理念和观点，从中获得思维碰撞

和启发。 

四、结语： 

基于思维培育的高校声乐演唱教学策略对于培养学生的音

乐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强化音乐理解与分

析能力、拓展音乐表达与演绎思维、促进音乐批判性思维等策

略的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在声乐学习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和

找寻更明确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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