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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学音乐课堂开展合唱教学的实践策略分析
姚李静

安师大附小西校区（乌霞山路小学）241000

摘　要：对于小学音乐这门学科的教学来说，既可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和交际能力，还可以为学生打造良好的

学习氛围，帮助学生陶冶情操，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实现劳逸结合。由此可以看出，开展小学音乐教学，对于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合唱作为音乐的重要表现之一，可以将不同风格和音色的人声混合在一起，展现出多个层次

的音乐，体现出了音乐的魅力。因此，在小学音乐课堂中，教师应该要认识到合唱教学的重要性，在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

锻炼合唱技巧，组成合唱团，以此提高小学音乐合唱教学的效率，发挥出合唱教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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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Strategy Analysis of Chorus Teaching Based o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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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it can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aesthetic， creative， and communicative abilities， 
but also create a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for students， help them cultivate their emotions， maintain a good learning state， and achieve 
a combination of work and rest.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carrying out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anifestations of music， choir can mix different styles and timbres 
of human voices together， showcasing multiple levels of music and reflecting the charm of music. Therefore，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s， teachers should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choir teaching， guide students to exercise choir skills and form choir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choir teaching and unleash the value of choir teaching.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music； Choral teach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从当前小学音乐课堂合唱教学模式、水平、任务、要求

等要素可以看出，虽然大部分学校和教师开始重视该教学任

务，也采取了较好的教学措施，但从教师和学校角度看，其

重视程度仍较低。面对这样的情况，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

小学音乐教师应该要及时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做到与时俱

进，认识到开展合唱教学有利于学生形成协调、均衡的集体

发声，形成速度、音色、音量统一的色调，继而为学生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的重要价值，并且要围绕合唱教学的特点和

小学生音乐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合唱教学实践策略，这

样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音乐歌唱水平和鉴赏水平的提升，

促进学生音乐核心素养的培养。

一、小学音乐课堂合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对合唱的积极性低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合唱”的基本要求，它需要小学

生思想、节奏、韵律、节拍等形成高度统一，从而保证团体

的一致性。但是由于每个孩子他们的音律、音准以及对音乐

的表现力、感情融入以及心理素质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一

首歌曲可能需要演练几十遍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而这种重

复性演唱，对于小学生这个年龄阶段，是比较难接受的，他

们觉得枯燥，不耐烦，几遍下来，学生们的积极性就被磨灭

了一大半，之后的演唱效果就越来越不理想了。

（二）教师教学方法传统

受应试教育以及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很多学生以及教

师认为音乐并不是升学的必考科目，因此这门课程始终得不

到重视。因此，就算是有音乐课，教师也是一味地进行书本

式教学，更别说学生实践了，他们自身演唱的机会更是寥寥

无几。更关键的是，教师还在坚持“一刀切”的教育理念，

并没有对学生进行针对性训练。长此以往，学生更不愿意加

入合唱训练当中。

（三）教师的合唱专业能力较低

从目前各个小学音乐教师的配置中我们不难发现，一部

分教师虽然是艺术类院校毕业的，有学声乐的，有学舞蹈的，

但是他们却对合唱相关的专业知识了解少之又少，加上年龄

以及学历方面的参差不齐，他们很难将学生的合唱技巧以及

专业能力提升较为明显。鉴于此现象，挖掘出提升小学音乐

课堂中合唱的有效性策略变得迫在眉睫。

（四）音乐素质认知存在偏差，音乐文化理解能力弱

传统合唱教学强调学生对唱法的掌握，教学过程偏向于

单向传授，学生的学习过程较为被动，导致其难以全身心融

入音乐环境中，音乐鉴赏能力相对薄弱，种种连环效应导致

学生音乐素质认知存在偏差。小学生对音乐文化的具体理解

可分为两种。一部分学生通过在课本中了解、学习的知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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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化。小学音乐教材中蕴含了众多文化，如祖国风光、中

华音乐文化、爱国主义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等。但由于小学

生的认知能力尚不成熟，导致另一部分学生对音乐文化的理

解普遍存在偏差，部分学生将流行歌曲视为音乐文化，认为

在音乐课程中教师应该多教给学生当下流行的歌曲。这一类

学生在聆听音乐时会重点关注音乐旋律，缺乏对音乐本质的

关注。大部分学生对音乐的了解局限于课本中，并未真正了

解过音乐具有的意义，在学习歌曲时也不会对作者、创作背

景、演唱情感等要素进行了解。由此可见，当前学生对音乐

素质的认知普遍存在偏差，音乐文化理解能力偏弱。

二、基于小学音乐课堂开展合唱教学的实践价值

（一）提升学生的音乐律动感

合唱音乐本身就具备较强的运动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

够使得学生的乐感被激发出来，而不同的合唱曲目，其所带

有的音色和音调都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在使用乐器和不同

合唱曲目之间进行配合之后，其所发挥的音色效果也会有所

差别，所以在小学音乐课堂进行合唱教学的过程中，音乐教

师一定要利用起这些特征来向学生展示合唱音乐所独有的律

动感，同时加上合唱乐器的使用，让学生能够拥有更加准确

的音调和音准辨别能力，进一步的促进合唱教学活动的有序

开展。

（二）提升学生的曲目鉴赏力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在教育、生活、医疗等方面，

人们都有了更为便捷的选择。同样运用网络媒体也能让我们

了解到更多的合唱节目，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鉴赏能

力，教师可以应用网络媒体下载一些与合唱教学相关的题目

与资料来让学生进行聆听和鉴赏，通过对于多种风格的音乐

进行赏析，在过程中可以增加学生对合唱节目的认识和理解

程度。这样也能够使得学生更好的去理解音乐的内涵，对音

乐所展现的美妙之处也能够有更深的体会。

（三）培育合唱氛围

只有在声乐律动的合唱教学环境当中，才可以进一步的

培养良好的合唱氛围，使得学生在学习合唱技法的过程中获

得更大的提升。我们要想创造良好的合唱教学氛围，主要通

过两个方面来进行，首先是要通过和学生之间在合唱技巧掌

握方面的心得交流，来增加学生对于合唱技巧的悟性，其次，

要让学生对合唱曲目的音色音调能够有自己的认知与把握，

因为合唱本身是一项团体性的艺术演唱活动，需要每一位合

唱人员都能够保持协调与一致，才能够让音色和音调真正的

在合唱过程中展现出来。

三、基于小学音乐课堂开展合唱教学的实践策略

（一）介绍方法，练习音准

在培养学生的音准方面，教师要注重提升学生的积极性，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以达到培养和促进成长的目的。主要

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要点：引导学生正确呼吸，掌握换

气的正确方法。在音准训练中，呼吸、气息控制及换气是决

定音准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学生达到一个较好的音准水

平，必须从“合理呼吸”和音阶的训练着手，让学生对音高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练习时，教师也要清楚地指出有关的

问题，如歌唱时要保持均匀的、较强的力量，声音不要发虚、

发软，不要用“假嗓子”，要尽可能打开口腔，学会找到共鸣

点等。第二个要点：要掌握好节奏。在演唱训练过程中，教

师要引导学生掌握节奏，才能更好地训练其音准能力。第三

个要点：强调二声部的训练。在小学音乐教科书中，有些歌

是有关二声部合唱的，因此，在音准的培养中，二声部的练

习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例如，在歌唱过程中，如果节奏放慢了，就会产生音准

降低的问题；而歌声节奏越快，就越容易引起音准偏高的问

题。因此，在练习时，教师可以提供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

让学生慢慢体会到音乐的旋律，并按照节奏调节自己的气息，

然后逐渐进入到合唱音乐中去，这样就可以加强学员的音准

控制。

（二）创设教学情境，增强学生体验

由于年龄因素限制，小学生以形象思维和感性认知为主

要思考与认知方式。发展特征的局限使学生难以自主感受合

唱中蕴含的情感及内涵，使合唱的育人作用无法全面发挥。

情境教学法指将合唱教学内容以具有形象化特征或带有一定

情绪色彩的方式呈现，使学生能够基于擅长的思考和认知模

式进行学习，进而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此外，情境教学法

能够动态、直观地对学生进行影响，学生在情境的影响下能

够感知合唱中的情感，与歌曲产生一定情感共鸣，进而产生

丰富的学习体验。教师可根据合唱的具体内容，选择合理的

情境创设方式。

例如，在《可爱的家》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多媒体为学

生播放家庭中温馨的场景，如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一起吃饭、

看电视、做游戏等场景，通过视频渲染为学生奠定美好、温

馨的情感基调。随后，教师可创设“离开家去旅行”的情境，

引导学生在“旅行”中感受家的美好。如教师可通过多媒体

播放动画片《猫和老鼠》中杰瑞向往大城市生活离家出走的

片段，将杰瑞在旅途中的种种挫折和回家后的惬意呈现。小

学生对动画片普遍具有较高兴趣，学生在播放过程中注意力

能够保持高度集中。在学生观看完毕后，教师可顺势将学生

引入情境中，引导学生代入杰瑞的角色，进行《可爱的家》

合唱练习。学生在感受到家的美好温馨及离家的忧愁后，在

合唱中往往能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家的思念、热爱之情。

由此学生不仅能够掌握合唱的技巧，还能够获得丰富的合唱

体验。

（三）进行游戏教学，感受齐唱乐趣

由于小学生天性贪玩，游戏对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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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游戏教学在小学各个学段和任意学科均能取得良好成效。

在齐唱教学中进行游戏教学能够使学生感受齐唱的乐趣，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应根据教

学内容设计游戏教学，避免出现只注重游戏而忽视齐唱教学

的现象，同时教师要组织团队活动，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

学习，形成良好的群体协作精神，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例如，在《卖报歌》的教学中，教师可开展“卖报”的

游戏。在游戏中，一部分学生需扮演“卖报小行家”，另一部

分学生则需要扮演“买报客人”。卖报小行家需用歌声和动作

表达自身乐观精神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买报客人则需要根

据卖报小行家的表现决定是否购买，当卖报小行家表现出乐

观且富有感染力的精神时，客人可选择“购买”报纸，当小

行家缺乏乐观精神和感染力时，客人可提出相应意见。在游

戏中学生能够充分感受到歌曲中蕴含的乐观精神，在此基础

上学生进行齐唱练习，便能够感受到浓厚的齐唱乐趣。

（四）增强音乐合唱教学中互动交流，提高合唱默契

小学生没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对于音乐的兴趣全凭教师

的引导，然而小学生的身心特点是喜欢模仿，尤其在发音方

面，需要教师一遍又一遍地进行示范，学生根据教师的示范

进行模仿发声，教师在对学生的发声进行指正，如此循环反

复，直到学生的发声达到满意的效果为止。教师以这样互动

交流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在合唱中尤其需要加强互动

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都需要不断地进行

沟通，在精准获悉教师传达的信息的同时，准确感知到团队

其他成员的想法与进度，对于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合唱效果

的呈现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例如，在《大海》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向学生播放歌

曲，让学生仔细聆听歌曲中所饱含的情感，在歌曲播放完毕

之后，教师邀请学生回答自己从歌曲当中体会到了什么样的

情感，如果由你来进行演唱，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

学生给出的答案是歌曲表达了大海无边无际的壮阔，教师进

一步进行引导，歌曲中将大海比作摇篮，其实真正歌颂的是

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爱，我们要记得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通

过这种互相交流的方式，学生能够深刻体会到歌曲中蕴含的

深意，在合唱排练当中准确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教师能够清

晰地知道每个学生的音乐感悟能力，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

同程度的教学，继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五）合理组成合唱团，提高合唱质量

以往我们见到的合唱表现形式基本都是所有人一起齐声

合唱，这样的合唱形式比较单调，并且不利于团队成员优势

的发挥，合唱的效果也不明显。为了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

增加学生音乐课堂参与感，教师可以丰富合唱的组合形式，

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增加音乐课堂趣味性，提升合唱效果。

对此，教师在组成合唱团的时候，可以根据学生音色、音调

的不同，将学生分成低声部、高声部，分声部进行演唱，也

可以利用男生、女生的性别不同划分不同的演唱阵型，让学

生体会到不同声部的表现形式以及男生和女生在音色和声音

大小上的差别，在合唱中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团队成员之

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

例如，在《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

学生进行分组，男生一组，女生一组，男生代表的是小熊，

演唱低声部，女生代表的是洋娃娃，演唱高声部，然后在合

唱的过程中，由两个不同声部共同合唱，提高合唱的层次性，

通过这种角色扮演的形式，不仅能够有效活跃课堂气氛，让

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进行学习，还可以让学生体会到

男生女生在声音气势上的差别，有时候不是女生不发声，也

不是男生不好好控制自己的声音，只是因为性别的原因导致

男生女生的音高不一致，才会有不同的呈现效果，加深团队

成员之间的理解。

四、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音乐的合唱教学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在音

乐方面的自信心，也能帮助学生提升音乐素养，促进全面发

展。由于小学生缺乏对音乐的充分理解和领悟能力，通常会

在发音和气息等方面需要不断纠正和练习，因此，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需要为学生创设合理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对

音乐合唱的兴趣，从而有效提高小学音乐合唱教学的质量和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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