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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是一项陶冶情操的审美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感受音乐中的美妙情感。音乐中的合

唱是一种多人参与的活动，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合作意识，让学生明白团队的意义，更能丰富

学生的学习生活，激发学生内在的精神力量，培养学生优秀的人生品格。因此，高师院校应当提高对合唱

教育的重视。但目前来看，虽然部分高师院校已经开始对学生进行合唱教育，但是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了

一些问题。要更好地发挥出合唱教育对学生人格塑造的作用，高师院校的合唱教师应当发现合唱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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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多方面发展，重视培养

学生各方面能力。在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学生只掌握课本

知识，提高考试成绩已经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各方面的思维及能力。艺术教育已经成为了高师院校教育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学生进行艺术教育能够陶冶学生

的情操，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让学生学会发

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从而帮助学生培养积极阳光的心

态，让学生在今后的人生路上能够充满力量。而合唱教育

就是一种非常能塑造学生品格的教育活动，是艺术教育中

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高师院校应当切实做好学生的合唱教

育工作。 

1  在高师院校中开展合唱教育的重要作用 

在高师院校中开展合唱教育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生活，

更能净化学生的心灵，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良好的作

用。首先，在高师院校中开展合唱教育能够增强学生的团

队意识，增强班级凝聚力。相对于中小学而言，高师院校

的学生集体意识较弱，这是由于高师院校的教育模式决定

的，高师院校的班级活动少，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与班

级体的联系不强。且当前的高师学生大多个性较强，不太

注重与人交往合作，同学之间缺少沟通和信任。但高师院

校的学生比普通本科大学的学生更需要团队合作能力。高

师院校的学生毕业后会直接进入岗位，从事教育行业，很

多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团队合作完成。高师院校的教学目标

就是培养学生的工作技能，因此学校应当加强对团队意识

的重视，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让学生将来能够更好

地适应工作岗位。合作意识与沟通能力在当前的社会中也

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高师院校开展合唱教育后，学生

能从中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增强团队意识。合唱是一项十

分集体化的活动，需要学生相互合作配合，以达到声音、

情感等方面的统一。合唱重要的不是突出每个人的特性，

而是要将每个人的特性收敛起来，以达成整体的统一性。

不仅合唱者之间需要相互协调配合，合唱者与指挥者之间

也需要反复练习，以实现更好地配合。团队成员每天在一

起练习一部作品，对各方面进行协调调整，最终呈现出完

美的合唱效果，这个过程同样也是每个成员相互了解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合唱队的每个成员会更加信任彼此，

会建立密切的情感联结，每个成员都会完全融入到合唱队

这个大集体之中。最终成员也会从呈现出的效果中感受到

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从而树立起集体意识，培养起

合作能力。此外，进行合作教育还能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

发展。当前高师院校的学生普遍缺乏身体锻炼，同时由于

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以及社会背景的影响，大多数学生的

心理素质都很差，抗压能力差，克服困难的能力差。通过

合唱教育，学生能够获得身体上的锻炼，同时还能获得心

灵上的放松。通过成员之间的互相协作帮助，学生能够获

得更多的勇气和信心，获得心灵上的愉悦。这样学生的生

理和心理都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让学生能够成为全面

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2  高师院校开展合唱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  高师院校对于合唱教育缺乏重视 
合唱教育属于艺术教育，高师院校是师范类院校，培

养的是教育行业的人才。不少高师院校教师对于合唱教育

的认识不足，看不到合唱教育对于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意

义，简单地认为合唱与学生的专业及发展没有关系，因此

并不重视合唱教育的开展。很多高师院校正是由于对合唱

教育一类的艺术教育认识不足，才缺乏重视，没有很好地

开展合唱教育。当前很多高师院校仍然看重学生毕业后的

就业率，因此格外重视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了学生

的身心健康，也忽视了学生其他方面能力的发展，这就导

致大多数高师院校给学生安排的课程中只有专业课程，没

有其他发展各方面能力的课程。要走出合唱教育面临的困

境，高师院校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意识，提高对合唱教育

的重视。 
2.2  学生对合唱教育缺乏了解 
近年来音乐市场中不断出现各种类型的新的音乐作

品，也出现了很多歌唱类软件。不少高师院校的学生喜欢

音乐，也喜欢唱歌，但只是仅限于在歌唱类软件中唱歌，

偶尔有歌手比赛时也是个人参赛。大多数学生始终觉得合

唱比赛就是许多人合唱一首歌曲，只要声音大就能将作品

完成好。还有很多学生觉得合唱比赛埋没了个性，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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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能发挥不出来，觉得合唱出来的声音太过难听，认为

合唱比赛枯燥又无聊。这就是学生对合唱的误解，合唱并

不是单纯的大声唱一首歌，合唱出来的声音也不是枯燥单

调的，合唱也可以做出很多变化，可以有多个声部，能够

达到独唱达不到的效果。另外合唱还需要很多人进行声音

的统一，并不是对个性的完全埋没，而是寻求个性与共性

的最完美统一。由于学生对合唱认识不足，学生对合唱的

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就算高师院校开展了合唱教育也达不

到很好的效果。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合唱，提高学生的积极

性也是高师院校开展合唱教育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3  学生练习合唱的时间有限 
高师院校的教育十分重视学生的就业能力，因此会给

学生安排很多课程之外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到岗位上去获

得更多的实践经验。因此学生在校的时间会大大缩短。而

学生在校时还要学习很多专业课程，要完成作业，因此留

给学生的课余时间十分有限。而在有限的课余时间里，学

生更愿意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松一下身心，极少有学

生愿意拿自己有限的课余时间去练习合唱。还有学生会觉

得合唱会分散自己的精力，影响自己的学习，而不愿意报

名合唱，甚至在合唱课程时会频繁请假。因此高师院校在

开展合唱教育时应当合理安排学生的课程，对学生的课程

进行合理规划，如此才能提高学生参与合唱的积极性。 

3  高师院校开展合唱教育的发展对策 

3.1  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建立专门的教师团队 
首先高师院校应当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明确当前社会

所需要的人才是综合性人才，更新教育观念，丰富教学目

标。高师院校应当对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进行进一步的

了解，同时加强对合唱教育的了解，全面完整地了解合唱

教育，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增强对合唱教育的重视。高

师院校应当对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更新，增强对合唱教育

的重视，同时建立起专门的教师团队，以便更好地开展合

唱教育。 
3.2  加强宣传教育，正确认识合唱 
高师院校应当在学校内加强宣传教育，让学生形成对

合唱完整全面的认识。学校可以借助校媒，采取广播、海

报等形式，在学校内宣传合唱。学校还可以在广播时间给

学生播放一些比较符合学生兴趣的合唱作品，让学生对进

一步了解合唱。学校可以多举办一些合唱比赛，并设置一

些奖品，鼓励学生参加。学校还可以建立校园文化角，或

开办校园文化节，给学生展示一些与合唱有关的艺术内

容。在文化节的时候，学校应当设置合唱节目，甚至可以

让教师也参与进来。高师院校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在校园内

营造良好的合唱氛围，让学生充分了解合唱，打破学生的

固有观念，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3.3  完善组织结构，为合唱教育的开展提供支撑 

为了更好地推行合唱教育，高师院校应当加强管理，

完善相关组织结构，从制度上保障合唱教育的进一步开

展。高师院校应当大力发展合唱校队，建立校园合唱团，

带领合唱团进行日常训练，并积极参加对外交流活动。让

合唱团成为本校与外校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同时高师院

校应当在本校的合唱团中建立起良好的运行机制，设立团

长、副团长等职位，安排专门人员做好合唱团成员的选拔

招募、器材维护、对外沟通等工作，确保合唱团的顺利运

行。 
3.4  加强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 
为了更好地推行合唱教育，为合唱团提供后备力量，

高师院校应当加强学生的音乐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修

养。高师院校应当丰富学生的课程内容，对学生的课程安

排进行调整，给学生设置一些音乐类的选修课和公共课，

通过课堂学生讲解一些基础的音乐知识，激发学生对音乐

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在进行音乐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给学生普及一些合唱类的知识，让学生了解一些

合唱的技巧，并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合唱练

习，对学生进行引导，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学校还要重

视合唱队成员的教育，学校应当聘请专门的合唱教师对学

生进行合唱技巧方面的指导，提高合唱团的整体素质。 
3.5  在对外交流中获得更多宝贵经验 
校合唱团可以作为沟通的纽带加强本校与外校之间

的沟通。高师院校可以多开展合唱方面的学校之间的交流

或比赛，这样不仅能让合唱团充分展示学校的风采，还可

以让合唱团在比赛的过程中学习到其他合唱团的宝贵经

验。要想提高自身，必须要进行对外交流，吸取他人身上

的优势，这样才能完善自己，取长补短，更好地提高自身

能力。高师院校还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国内外顶尖合唱团

的视频，让学生从中学习，提高学校合唱教育的质量。 

4  结语 

艺术教育是当前高师院校中忽视的一部分，而合唱教

育又是一种很好的艺术教育形式。合唱教育不仅能够培养

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还能促进学生身

心的健康发展，发展学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但目前合唱

教育在高师院校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高师院校应当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增强对合唱教育的重视，同时从各

个方面营造良好的合唱氛围，建立良好的组织制度，加强

学生的音乐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同时加强对外交

流，不断用先进的经验发展自身，如此才能实现更好地合

唱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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