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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的高校声乐教育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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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声乐教育作为高校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做好声乐教育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随着中国民

族声乐演唱多元化的不断推进，高校在开展声乐教育的过程中也基于多元化的理念对于教学进行了改革。但由

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高校在声乐教育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在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下，高校

教师在开展声乐教育的过程中，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高校声乐教育计划，提高高校声乐教育质量。本文分析中

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高校声乐教育的积极作用，指出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高校声乐教育现

状，并提出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高校声乐教育策略，旨在为今后开展教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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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均在长期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声乐文

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高校践

行美育教育要求的重要路径。在近年来，我国的社会

发展水平相较于从前来说有着较大程度上的提高，使

得民族声乐受关注度也有着较大程度上的提升，促进

了多元化理念在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运用。在高校

今后的声乐教育中，教师需认知到声乐教育的重要意

义，结合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的要求改进传统声

乐教育理念，发挥声乐教育在提高高校学生综合素养

中的积极作用

1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高校声乐教育

的积极作用

1.1 提高高校声乐教育质量

中国民族声乐是我国各个民族的代表性音乐文

化，也是探究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依据，集中体现了

各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我国有 56 个民族，由于受到人

文地理因素以及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民

族音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自上个世纪初，中西方

文化交融得以快速推进，使得西方音乐进入到我国，

促进民族声乐开始与西方美声音乐进行融合。当下，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不仅大力

推进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也在快速推进的过程中，

使得民族声乐的重要意义开始被更多人所认知。而基

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开展高校声乐教育，

在提高高校声乐教育质量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

具体的表现上，民族声乐演唱的多元化促使高校教师

在开展声乐教育的过程中革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利用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提高了高校音乐教学的

生动性与趣味性，解决了传统高校声乐教师在开展教

学中的形式方法单一问题。并且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

元化更使得教师在教学内容上也为学生进行延伸与拓

展，起到了丰富教学内容，提高高校声乐教育深度与

广度的作用 [1]。

1.2 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养

学生作为高校声乐教育的主体，在中国民族声乐

演唱多元化视域下高校教师开展声乐教育改革在提高

高校学生综合素养上也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在具体

的表现上，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理念的应用使得

学生除学习到基础声乐知识之外，更学习到较多有关

于民族声乐的知识，可加深学生对于声乐内容的理解，

丰富学生的声乐知识体系。除此之外，中国民族声乐

演唱多元化使得教师对于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为学生

提供了更多演唱机会，可使得学生的声乐演唱能力得

以全面提高，更使得学生在学习声乐知识以及演唱的

过程中提高音乐素养 [2]。

2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高校声乐教育

现状

高校声乐教师基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

下开展教学改革是高校声乐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路径。

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下高校声乐教育的现

状来看，部分教师由于受到落后教育理念的影响，在

开展声乐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在具体的

表现上，部分教师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延伸与拓展，仅

利用为学生讲述基础声乐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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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多元化民族声乐形式在教学内容中的体现，导致

学生的学习出现了片面性。其次，部分教师缺乏教学

形式的创新，在开展教学评价的过程中也存在片面性

的问题，不利于提高学生对于声乐教育的重视程度。

最后，部分声乐教师自身在教育能力上存在不足，对

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的内容缺乏相应的了解，

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无法基于多元化的要求开展教学

改革，均是影响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下高校

声乐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原因 [3]。

3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下高校声乐教育

策略

3.1 基于多元化的要求改进教育理念

为更好地发挥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在提高高

校声乐教育质量中的积极作用，高校声乐教师需做好

对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的具体分析，结合高校

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具体学情科学制定教学计划。

在具体的实施中，高校可开展对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

多元化的研究，明确声乐教育目标，从单一的民族声

乐知识教学以及演唱教学转变为针对学生的多元化素

养教学，使得学生的音乐素养真正得以形成。在教师

改进教学理念的过程中，需基于一定的原则制定中国

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下的高校声乐教育计划。首

先为多元化原则，即教师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上

均需基于多元化的理念进行改进，保证学生系统化地

掌握民族声乐知识。其次为融合性原则，即教师在基

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下制定高校声乐教育

计划时，需保证所应用的多元化教学资源与高校声乐

教学内容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才能发挥多元化教

学的积极作用。最后，教师还需立足于针对性的原则

制定教学计划，认知到声乐教育的核心仍旧为中国民

族声乐，合理分配其他类型的声乐内容在教学中的占

比，避免出现喧宾夺主的问题 [4]。

3.2 基于多元化的要求改进教学内容

针对部分高校声乐教师在开展教学中存在的教学

内容单一的问题，在基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

域下，教师需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利用多元化的教

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树立学生对于声乐的整体认知。

在具体的实施中，一方面，教师可基于传统文化的角

度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例如教师可为学生渗透戏曲

内容以及民歌内容，由于我国的戏曲种类较多，例如

京剧、越剧、豫剧、秦腔等，教师可结合学生的兴趣

爱好选择相应的延伸拓展内容，为学生系统化地讲述

戏曲内涵以及演唱方法，引导学生学习戏曲知识，感

知我国古代各个地区声乐发展高度。民歌也是我国传

统声乐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属于地域文化在艺术上的

表现，凝聚了各个地区在发展中的物质文化以及精神

文化。在教师的教学中，即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作为学生的多元化声乐学习内容，例如陕北的信天游

以及蒙古族的长短调等，使得学生能够在学习多元化

民歌时掌握更多的民族音乐演唱技巧 [5]。

另一方面，教师在优化多元化的教学内容中，还

可融合西方声乐的内容作为学生学习的重点内容。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为学生举出有关于中西方声乐融

合的代表性作品组织学生进行鉴赏，例如《南乡子》、

《花非花》、《点绛唇》、《玫瑰三愿》、《思乡》、

《旗正飘飘》以及《长恨歌》等，帮助学生感知到中

西方文化结合对于声乐作品内涵可产生的影响，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使得学生正确对待中西方民族声

乐文化，提高学生的思想认知程度。

3.3 基于多元化的要求改进教学模式

3.3.1 信息技术教学模式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技

术在各个领域中均得以广泛运用，更促进了教育信息

化的普及。由于教育信息化使得教师在开展教学中不

仅获得了丰富的教育资源，更提高了教学的灵活性，

使得其在高校声乐的多元化教育中有着较高的应用价

值。在高校声乐教师基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

域下创新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即可运用信息技术教学

模式开展，为学生推荐线上声乐学习平台，将线上线

下教学进行有机结合，使得学生结合自己对于声乐学

习的诉求选择所要学习的内容以及所要学习的时间，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声乐知识的积极性 [6]。

3.3.2 实践教学模式

与其他学科相比，声乐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实践性

特征，学生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声乐演唱知识，更应

具备声乐演唱能力以及表演能力才能达成声乐教育目

标。在高校声乐教师基于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

域下创新教学模式的过程中，还可应用实践教学模式

开展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演唱机会以及练习机会，

从而提高学生的声乐演唱能力。在具体的实施中，教

师可为学生设计一系列的声乐演唱比赛，要求学生利

用原生态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以及民族唱法等

进行表演，使得学生在演唱的过程中能够掌握不同演

唱方法的技巧，提高学生的演唱能力。学校还可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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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设计音乐剧表演等活动，促使学生将多种声乐演唱

技巧以及表演方法进行结合，培养学生的声乐素养。

3.4 基于多元化的要求改进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在高校民族声乐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

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可帮助教师明确在声乐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针对部分高校声乐教师在制定教学评价体

系中所存在的片面性问题，在中国民族声乐多元化演

唱视域下，教师不仅需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上应

用多元化理念，更需基于多元化的要求改进教学评价

体系。在具体的实施中，一方面，教师可应用多元化

的教学评价指标开展考评，除需考评学生对于基础声

乐知识的掌握情况之外，需将学生对于多种唱法的掌

握程度、表演能力等均作为考评学生的主要指标，从

整体的角度上评估学生的声乐素养形成情况。而在教

学评价形式上，由于声乐教育的特殊性，学生形成声

乐素养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教师除需应用终结

性评价的方式考评学生之外，还需应用过程性的方式

开展对于学生的评价，加强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适当弱化对于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以此来树立学生

学习的自信心。除此之外，除由教师考评学生之外，

可由教师基于中国民族声乐多元化演唱的要求为学生

制定教学评价指标，要求学生结合教学评价指标开展

自我评价，使得学生在自我评价中明确自身在声乐学

习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指明学生后续改进方向，从而

提高学生的声乐学习效率 [7]。

3.5 基于多元化的要求改进教师培训

教师作为高校声乐教育的主要执行者，在将中国

民族声乐多元化演唱理念应用在高校声乐教育中也占

据重要地位，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对于中国民族声乐

多元化演唱方法的掌握情况可直接影响高校教育教学

质量。针对部分高校声乐教师教育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今后的工作中，学校需加强对于教师的培训。在具

体的实施中，学校在组织声乐教师开展培训的过程中，

需组织声乐教师深度研读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的

内容，帮助教师更好地找出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

在高校声乐教育中的切入点，促使教师科学制定教学

计划，提高高校声乐教师的教学能力，为基于中国民

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域下的高校声乐教育改革做好教

师层面上的支持与保障。

结语

应用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理念改革高校声乐

教学可全面提高高校声乐教育质量，更可培养学生的

音乐素养。针对部分高校声乐教师在开展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在教学内容、教学

形式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应用多元化的理念开展教学，

更要重视提高声乐教师的多元化教学能力，最大限度

地发挥中国民族声乐多元化演唱理念的积极作用，为

现代化建设做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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