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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声乐教育方式  传承乐感文化 
鲁倩 

（长江大学艺术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0） 

摘 要: 音乐，自古以来是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悲喜哀怒都能从音乐中进行感知。声乐教育如何传承“乐感”文化，这是
我们的教育中一直找寻的答案。在孔子的教育哲学中，与音乐是相辅相成的，通过音乐建立和社会统一、和谐的秩序，最终实现社
会的和谐统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再止于物质层面，而是向精神层面升华。而精神层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分为两层，一层是身体的健康，这是最基本的，另一层则是精神的健康，这是终极目标。乐感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所，就是一种精神
的追求与享受，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中对声乐的教育也是需要我们传承和引起重视的，而学生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与继承者，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声乐教学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就必须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采用创新性的
教学方法，发掘学生的内在爱好和兴趣，传承乐感文化。本文从高校的声乐教学现状出发，研究现代教育发展新形式下，创新声乐
教育的教学方法，从而带动更多学生对声乐教育有更深刻的认识，将我国的传统乐感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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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声乐教学现状 
从当下来看，我国多数高校的声乐教学模式还比较陈旧，

甚至还停留在比较传统的教学模式上，这严重影响着声乐教育
的有效开展。 

1、教学资源不足 
随着每年人口的增长，高校的入学率也在逐年提升，但是

在这种大环境下，高校声乐教学资源却没有相应进行补充，导
致资源与人数的不相匹配，教师在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也有很
大的限制性，从而无法达到教学需求。 

2、地区发展不平衡 
目前我国对高校声乐教学总体上是比较重视的，且随着经

济的日益发展，国家对声乐教育的投资也在逐年增加，学校的
声乐教学场地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从城乡地域来看，城
市青少年对声乐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乡村，在乡村初高中，
大多数学校的声乐课通常都被文化课理所应当地占用。在繁重
的课业和升学的压力下，学生的声乐兴趣通常都得不到很好的
重视。 

3、教学方法滞后 
好的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对声乐的兴趣大增，因此，在高

校篮球的声乐教学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教师创新方式方法。从
我国现有高校声乐教学方法来看，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步伐，
比较单一且方法滞后，缺乏因材施教的思想，将学生看作是个
体的研究对象，将知识、技能以及情感灌输式教给学生，不能
形成很好的教学效果。 

二、声乐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 
声乐是人类最具普遍性和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

精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中又蕴含着
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文内涵，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
同时，也为世界输送着艺术瑰宝。 

1、提升学生的审美修养 
通过声乐文化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对声乐的理解和感悟，

同时也是大学生进行美育的重要途径。例如萧、笛等乐器因其
清丽婉转的音乐特点，适用于表现悠闲淡泊的审美情致。而像
美声唱腔等不仅体现出唱腔之功，又可以提高审美情趣。这些
都有利于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判断力形成的过程，也是
审美修养提升的重要途径。 

2、有助于理想人格的养成 
好的音乐不仅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涵养性情，对社

会精神风尚也有着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且能让大学生与优
秀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人文之美产生共鸣，
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激励精神，温润心灵，进而培养起对人
类、自然以及一切美好事物的关爱之情，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
态度，最终达到理想人格的养成。 

3、促进终身声乐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声乐，声乐能够给我们带来无

尽的乐趣。高校声乐教育能促进培养发展学生从事声乐活动的
能力与学习的自觉性，让学生认识到声乐的价值。 

三、创新声乐教育方式的途径 
创新声乐教育方式不仅能够挖掘学生的文艺细胞，也对学

校的全面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
怎么创新高校声乐教学工作，传承乐感文化，充分发挥声乐的
积极作用，这就需要多方力量参与进来。 

1、形成高校声乐价值观体系 
学生的声乐价值观的形成受个人、社会、家庭和校园诸多

因素的影响，所以社会、家庭各学校要更加关注学生的成长，
对其的声乐兴趣不仅不能打压，还要进行鼓励，要对新时代学
生倡导开放型的教育体系，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声乐的内涵，使
他们能够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 

2、加强高校声乐教师队伍的建设 
对于高校声乐的教学工作，教师起到了整个学校的引导作

用，对学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要想做好高校声乐的教学工
作，那么声乐教师在整个高校声乐教学的发展中则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聘请专业的声乐教授
到学校进行指导，这样对学生的教学起到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再者，可以对声乐教师进行定期的考核，对表现好的教师进行
嘉奖，这从侧面也对声乐教师起到了监督作用。 

3、开展高校声乐多元化教学 
在高校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可以采取多元化方式进

行。将单方面灌输性教学改成结合学生兴趣教学，比如举办声
乐文化比赛，激发学生学习声乐的兴趣。另外，教师也要不断
进行学习，在提升教学水平的同时，应该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方
式上做出相应的改变。 

四、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再止于物质层

面，而是向精神层面升华。而精神层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分为
两层，一层是身体的健康，这是最基本的，另一层则是精神的
健康，这是终极目标。声乐教育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日常教育的阵地，同时也是提升学生乐感文化意识，对学
生进行德育的主要媒介，对高校的声乐教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个层面上讲，做好高校的声乐教学工作，提升高校学生的
声乐水平则是非常重要的，找到最佳途径，并以此为依据，改
善教学，对高校更好地开展声乐教学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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