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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声教学基于线上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武亚蒙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的作用也在不断的增强。随着国内艺术环境的改善，很多人都开始尝试网上学

习，比如录播、直播、一对一教学等，所以在声乐方面，网络教育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对于声乐课这种比较抽象的课程来说，

在线教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其它学科相比较，声乐课比较复杂，教学方法比较独特，必须把理论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如

何运用互联网资源，构建一个合理的音乐教室，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为此，作者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对在线

美声声乐课的分析，总结出其不足和优势，以期为今后在声乐教学中应用新的教学方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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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assage of tim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the role of the network is also increasi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omestic art environment，many people have begun to try online learning，such as recording，

live broadcasting，one-to-one teaching，etc.，so in vocal music，online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put on the agenda，

but for a more abstract course such as vocal music，online teaching is a very important problem. Compared with other 

subjects，the vocal music class is more complex and the teaching method is more unique，so the theory must be connected. 

On this basis，how to use the Internet resources to build a reasonable music classroom is the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t present. Therefore，the author also deeply discusses this problem，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nline bel 

canto vocal music lessons，summed up its shortcomings and advantages，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aching methods in vocal music teach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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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声教育一直沿用着传统的“老师主导”、“学生被

动”的教学方式。其自身存在着一些弊端和问题，与当代的教育观

念相抵触，必须进行创新和变革。而现代资讯科技，是一种基于电

脑与资讯科技的高科技，近几年发展迅速，已在各个领域中广泛运

用。在教育领域，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也很普遍，其运用方式主要

有两种：多媒体和网络资源。为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网上声乐课

程，作者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期望能对网络教学模式的发展有所裨

益，并从中总结经验，开拓新的实践。 

一、美声教学课程 

1.1 强化师生情感沟通 

以前老师和学生都是面对面交流，现在变成了网络教学，就像

是朋友之间的视频聊天一样，所以老师们在课堂上使用这类转换场

景，可以使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更加融洽。美声的学习是一个比较漫

长的过程，由于它是一门技能型课程，授课的方式均是采取一对一

的方式。在网上授课前，老师们会先调试一下仪器，和同学们进行

一些简单的沟通，这样既可以让他们更加亲近，又可以更好地了解

他们的近况。学生在网络课堂当中如果演唱状态不太理想，可能是

由于没有线下授课，造成有些声带闭合或是位置、共鸣等方面无法

很好领悟，实际上也在被理解范围之内。 

1.2 更多授课方式 

在传统的声乐课上，学生们都会对自己的声音进行一些理论上

的讲解，但因为他们对声音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障碍。老师们可以

通过网络下载一些关于人体器官的三维和声音动作的动画，帮助他

们快速的记忆。多样化的网上资源为学生提供了一些学习的机会。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各个主要组织都会举办一系列有价值的

演讲。例如，廖昌永的《廖昌永谈歌唱中的美》，就是他的微信公众

号和抖音平台，让学生们通过网络上的名师视频，开阔自己的眼界，

拓宽自己的眼界。 

1.3 充分利用资源 

网上的教学方法很多，学生们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搜索到相关的

信息。同时，利用网络教学，也可以使老师在备课时有更多的选择

余地，同时也可以增加在线教学的方式。老师可以选择一些软件，

让教学模块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共享教材，把教材上传到平台上，

让学生可以反复查看，查找错误，老师还可以向学生提问，让学生

解答，这样就能知道自己的老师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功能强大，内

容丰富，深受广大教师的青睐。 

二、线上教学的不足之处 

第一点，虽然教育教学讲求方法和技巧，但是对于声乐课而言，

学生自身的音色、音质以及天赋等也非常重要，教师对学生的教学

安排和教学目标要求也和学生自身挂钩。虽然线上教学脱离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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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提高了教学的便利性，但是教师不能直接感受学生的声

乐水平，学生的声乐水平教师难以精准把握。 

第二点，线上教学，教师和学生并不处于同一空间内，部分学

生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因为自身自制力不足而出现拖延和懒

散等情况。 

第三点，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很多院校被隔离或暂停学生返

校，学生被隔离在家中，家中和学校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非

常容易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线上教学可能因为学习环境的不

同而导致教学的连续性达不到要求。另外，随着相关研发人员的努

力，声乐教学基本实现了网络面对面教学，但是其实际效果依然达

不到传统课堂要求。 

第四点，线上教学对硬件环境的要求较高，比如，要求网速较

快且非常稳定，当网络不稳定时，就可能导致数据传输流畅度下降。

而声乐课程的核心在于声乐本身，声乐教师作为主导者，协助学生

完成教学活动。 

三、美声教学发展思考 

3.1 明确整合要点 

首先，传统师生关系为教师教，学生被动的学，这种教学关系

是不健康且不科学的，只有充分发挥学生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并发挥

其主导地位，才能更好的促进学生学习，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声乐

天赋。 

其次，传统声乐教师往往会过多的依赖教材，这种情况虽然可

以协助新手教师更好的适应自身的工作，但是对于教学活动的延伸

和拓展非常不利。学生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成绩，但是对于学

生声乐盛宴的长期发展以及创新等并没有益处。 

最后，一般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为教师和教材，所以教材是学

生学习知识的关键。但是若教师和教材一成不变也会导致学生的主

动性降低，促使学生无法从被动、机械学习的困境中脱离。所以信

息技术的应用拓展了学生学习的渠道，增加了学生的知识面，也为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3.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课前准备 

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对于促进美声教学的顺利进行具有积极的

意义，同时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课前准

备工作为教师预先将上课所需的教学资料准备好，并在上次上课前

告知学生自行预习。但是这种传统课前准备的效果并不理想。 

但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课前准备工作不够充

分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课前准备均需教师和学

生参与，前者负责教学内容的研发和编写，同时负责课后作业布置。

比如，根据教材和网上资源制定 CAI 课程体系。学生则可以结合教

师提供的课程体系预习，提前摸索重难点并熟悉课堂教学。教师在

进行课前准备的同时，应当提高其趣味性和引导性，避免课程过于

枯燥而打消学生预习的积极性。 

3.3 利用网络教学优化课堂质量 

网络的普及促进了声乐教学质量的提升，声乐教师在网络环境

中搜索资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消极或者不正确的信息。

如何将消极或不健康的信息筛选并剔除就成为了关键。在声乐教学

活动越发被社会各界重视的前提下，网络教学不仅仅体现在专业声

乐课堂中，更多的也体现在兴趣课堂中。随着非专业学员的增加，

网络教学方式大受欢迎，同时也给专业声乐教师提供了更多的教学

思路。教学视频的内容以声音和表演为表现，教师通过语言和表演

将声乐知识传授给学生。所以学生在观看视频之前，应当阅读并初

步理解教材内容。并且在观看视频前应当保证自身所处环境良好，

不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同时网络畅通。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过程

中，可以引入小组讨论模式，通过激发学生讨论来促使学生更多的

表达自我，让学生可以处于网络环境中依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大多数学生不得不选择居家

学习，为了避免学生成绩下滑，国家和网络机构退出网课模式。美

声教学则可以借助这一情况，积极改革，不断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

弊病，并积极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活动中。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从做好课堂

准备；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布置更加合理的课后作业等方面做起，最

终为提高声乐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声乐水平发挥更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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