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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声乐选修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仝  军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89）

摘  要：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与文明，因此，我国的声乐艺术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数千年来，声乐一直都围绕在中华人
民的生活当中，是中华人民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今，声乐作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一部分，各大高校也纷纷开
设了声乐选修课程，但是由于各高校在开展声乐选修课程当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本文就针对各高校声乐选修课的开设进
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声乐教育的进程和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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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高等教育已经逐渐普及化，受到这种社会环境
的影响，我国当代的大学生思想普遍较为活跃，并且拥有着
极为丰富的想象力，知识面也非常广泛，因此对于新鲜事物
的接受也非常快速。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一部分的声乐也越来
越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面对非艺术
专业的、传统的声乐选修课教学方式与教学手段已经无法适
应大学生日益高涨的热情，也很难满足大学生对于学习声乐
的需求 [1]。因此，各高校想要进一步推动公共音乐教育的发展，
就需要对自身的声乐选修课教学体系进行改革。

1. 普通高校开设声乐选修课的作用与意义
在高等教育当中，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是各高校非常重

视的教育内容之一，素质教育是为了挖掘学生自身的潜力，
让学生拥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较好的艺术技能，让学生
的三观能够得到良好的树立。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有着多种
的教学形式，声乐教育就是其中一种，并且声乐教育在其教
育形式、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内容上，都有着其不容忽视的独
特之处，在素质教育中更有着重要地位。

1.1 德育作用
声乐教育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情感的教育。一部好的

声乐作品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力量，它可以向人展示作者的审
美与理想，能够给人呈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不同风格
的声乐作品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受，激扬的声乐作品会振奋人
心，低沉的声乐作品会让人伤感。一些积极向上的声乐作品，
对于培养学生的三观及爱国主义精神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在太行山上》、《嘉陵江上》，在学生欣赏这些左评事，
学生的三观能够得到正确的树立，学生也会在潜移默化当中
拥有极强的集体荣誉感，教师在指导学生演唱并欣赏这些优
秀作品时，一定要结合这些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这样才能
够达到教育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作用。又例如在学生在演唱
和欣赏《共筑中国梦》，《祖国不会忘记》这些声乐作品或
合唱曲目时，由于需要团队之间的密切合作，才能呈现出这
些歌曲的完美效果，学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也会增强团队
意识。

1.2 智育作用
声乐教育对于学生的智力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声乐演唱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
和创造力。例如，学生在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
首歌曲时，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壮阔的草原风景和在草原中
自由奔跑的羊群。除此之外，进行声乐教育也能对学生的记
忆能力有所培养。学生在演唱一首歌曲前，首先需要学会识谱、
记住节奏、音高、旋律同时还要记住歌词，理解歌曲表达的
情感情绪。同样的学生能够利用这些旋律将一些学习当中非
常难记的公式带入其中，这样就方便了学生的记忆，而一些

实验，通过音乐能够帮助人们记忆一些枯燥乏味的公式和概
念。并且声乐教育还能够帮助学生提高分析和创造力。每一
位学生在演唱同一首歌曲时，都会带入自己对这首歌曲的理
解和自己的风格，这对于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有着极大的帮助，
能够让学生不断地开拓思维，不断进行创新。

1.3 美育作用
声乐教育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教育，更是对学生美感的教

育，声乐教育对于塑造学生的审美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一首歌
曲的旋律将人带入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境当中，给人以美的感受。
而美育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及审美观念，
培养学生对于美的表达和创造美的能力。因此学生在参与声乐
作品的鉴赏及演唱的同时，也是在提高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
能够提高学生对于自我美的感受及认识 [2]。

2. 对普通高校声乐选修课开设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普通高校声乐选修课教学的现状及学生

对于声乐选修课的看法，本研究特意做了相关的问卷调查，
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2.1 问卷调查情况
2.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也查阅了相

关的文献及资料，最后再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整理与分析。
2.1.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我校的全体学学生，此次分别

对文、理、工、医四个类别的学生进行了问卷的发放，共发
放问卷 600 份，每一类别发放问卷 150 份。共回收有效问卷
575 份，有效回收率高达 97%。本次调查中，男女生的比例
以及文理工医四个类别学生的比例及各个年级的分布都较为
平均，调查对象涵盖了各个层次的学生群体，因此本研究的
样本也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也更加客观和全面。

表 1  学生个人信息情况表

性别 类别 年级

男 女 文 理 工 医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人数 300 275 150 144 141 140 160 135 145 135

百分比 52% 48% 26% 25% 24.5% 24.3% 27.8% 23.5% 25.2% 23.5%

在此次，来自农村和来自省市的学生比例也近乎相同，
再回收到 575 份调查问卷里，来自农村的学生共有 293 人，
占总人数的 51%，来自城市的学生共有 282，人，占总人数
的 49%。

在调查的这 575 位学生当中，只有 4% 的学生不喜欢声乐，
93% 的学生表示喜欢声乐，这其中还有 82% 的同学表示非常
想要学习声乐，这也说明当代大学生对于学习声乐有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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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涨的热情。

图 1  学生城乡分布状况统计图

对于学生是否有系统地掌握过音乐知识的情况，根据调
查结果显示，有 15% 的同学在学习声乐之前就有了解过，
17% 的同学有过一点的了解，剩余 65% 的同学在此前都没有
学习过声乐，这也说明我国的声乐教育发展还较为落后，学
生缺乏学习声乐学习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各高校根据需要
加强对于声乐教学的改革力度，满足学生声乐学习的需要，
以促进学生能够全面健康的发展。

图 2  学生学习声乐意愿情况

而对于学生认为是否有开设声乐选修课的必要性，从调
查中也可以看出，有 90% 的同学认为开设声乐课是十分必要
的。这也说明开设声乐选修课能够在满足当代大学生需要的
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声乐演唱水平的提高，更能够培养
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不仅如此，让学生欣
赏一些有价值的音乐作品能够使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得到很大
的提升，因此，声乐教育对学生的素质发展非常有利。

图 3  学生对于声乐的了解情况

图 4  学生认为开设声乐选修课的必要程度

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只有 24.5% 的同学在此前参加过声

乐选修课，而 22% 的同学之前有参加过合唱团等的学习，有
50.5% 的同学既没有参加过声乐选修课，也没有参与过合唱
团的学习，这也与上述的调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生对于
声乐有着高涨的热情，但是课程安排却较小，已然不能满足
学生对于学习声乐的需求，由此可见，在普通高校当中，美
育教育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普及化。并且由于条件的制
约，在此次的访谈当中也主要围绕着学生是否喜欢声乐和学
生是否想学声乐这两个问题来进行，第一个问题，围绕学生
为何喜欢声乐来进行访谈，第二个问题围绕学生为何想学学
声乐，而又为何没有学习声乐来进行访谈。

2.2 问卷结果分析
2.2.1 现行教育体制对我国普通高校声乐教育的影响
虽然，我国的素质教育已经普及，但是，由于许多因素

的影响，我国在素质教育课程的开设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在
我国，很多教师仅仅将对学生的教育看作是一份工作，，因此，
许多学生接受的也是应试教育。尽管一些学校设立了艺术教
育的课程，但仅仅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并没有配备专
业的设备，也没有专业的教师来进行授课。这些原因都导致
了学生对于声乐的了解不多，因此学生的声乐素质也普遍不
高 [3]。在如今的中国教育制度下，应试化教育的趋向越来越
明显，站在学生的观点来看，声乐课程并没有设置相应的考试，
因此学生家长也相对不太重视。这种情况下，艺术教育的根
本功能已经被完全扭曲了，加之如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
许多学生都将自己学习的重心放在了一些能够帮助自己就业
的学科上，因此声乐也被完全忽视了。

2.2.2 不同地区对于声乐教育的需求也有所不同
根据此次调查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地区的学生对于艺术

教育的水平以及重视程度也完全不同，例如在北上广这些一
线城市的学生，由于其接触艺术的时间较早，因此很多学生
都有着相应的艺术基础，甚至已经掌握了一两门艺术。因此，
这些学生在入学时就比其他人拥有更加浓烈的兴趣，也会更
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各类艺术活动。与之相对的，来自农村或
是偏远地区的学生对于声乐课程的兴趣就要比一线城市的学
生更加少一些，艺术基础也更加薄弱一点。这样的差异也给
普通高校的声乐教育课程带来了一些难题，学生的基础知识
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教学目标也很难得到统一。

2.2.3 师资水平不高，导致声乐教育有所缺失
尽管，我国的大读书高校都有开设声乐选修课程，但是，

声乐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却一直无法提升。在实际的声乐
教育课程当中，学校对于声乐课程的安排设置非常单一，内
容的设置也非常陈旧，不具备创新性，并且由于许多高校的
不重视，这些高校的师资力量普遍不高，教学设备也有所缺失。
很难满足当代大学生对于声乐学习的实际需求，学生渴望在
大学当中接受系统的声乐课程培训变得不现实。有部分大学
生是为了能够拿到学分顺利毕业而参加的艺术选修课，并没
有真正认识到声乐教育对于塑造自身人格的重要性。许多对
声乐教育拥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在参加了学校单一的声乐教
育课程后，由于教学过程的短暂性和间歇性，学生并不能够
持之以恒的学习，因此声乐教育的教学效果一直都不理想。

2.2.4 家庭教育因素对学生声乐学习的限制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着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几乎是大部分家长的教育方针，这样的教育方
式下，导致我国的艺术教育存在着两种非常极端的倾向。一
种是为了将孩子培养成为专业人才的，这样的家长常常不考
虑孩子的想法，希望孩子在艺术方面有所成就，一味的逼迫
孩子学习歌唱，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往往对声乐有着
非常大的排斥情绪，即使在声乐上有着极高的天赋，也不愿
意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因此在步入大学后，也会对声乐课程
丧失兴趣。而另一类家长，将声乐这些艺术类的学习视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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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正业，因此强烈反对孩子在学习期间学习声乐，绘画，或
是其他艺术。一门心思的想让孩子扎根在数理化中，在这样
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普遍不高。尽管一些
孩子在步入大学后会表现出对于学习艺术的兴趣，但是由于
从小没有得到良好的培养，这些学生的艺术天赋也存在着欠
缺。这两种教育观念和家庭环境对于学生的艺术形成和追求
都是非常不利的，这会导致学生的艺术天赋被限制，对提高
学生的艺术素养非常不利 [4]。

3. 我国普通高校声乐选修课教学的对策研究
3.1 教学内容的设置
高校要想办好声乐教育选修课程，想要将声乐课程办成

学生喜爱的课程之一，就一定要抓住学生对于声乐的感受和
需求，高校需要从多样化需求出发。让学生循环渐进的了解
声乐知识，赏析声乐作品。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合理
引导学生将自己所学的声乐知识与自己所学专业的相关知识
结合起来。这样学生才能够真正的在学习声乐的过程当中认
识声乐，感受声乐，并且体会到学习声乐的乐趣。声乐教育
在我国普通高校当中，一直被作为一种审美教育课程开设，
因此高校在课程的设计上也需要根据这一特点进行设置。和
艺术类高校不同，普通高校的学生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
因此，可以让学生通过选修课或是社团的形式参与到声乐教
育中来，而不是通过合唱声乐作品的形式，这样会让学生丧
失对于声乐学习的兴趣。

3.2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也是在声乐教学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声

乐教学评价是针对教学的目标，对学生学习的过程以及学习
的效果进行合理的判断。这是按照教学程序展开的，有目的，
有计划的教学活动。通常在高校的声乐教学评价当中，包括
对学生学习质量的评价及对教学课堂的质量评价。在进行教
学评价时一定要尊重客观性，由于普通高校的学生对于声乐
的了解和基础参差不齐，参加选修课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
其音乐素养也是层次不齐，因此在进行评价时也要遵循一个
性质为主，量化为辅，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可以对学生
的声乐能力及人文素养进行评价。

3.3 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普通高校的学生学习声乐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学生希

望通过学习声乐来提高自己的审美，另一方面是要让学生知
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普通高校的学生
对于声乐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很多，因此在讲述一些相对抽象
的理论时，教师要用尽可能浅显直白的语言来进行引导，这
样才能激发出学生对于声乐学习的兴趣，从而将正确的理论
应用到学生的实践当中。在进行声乐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
音乐的多元化传播，要让学生多听多看各个国家的优秀声乐
作品，教师在为学生讲解这些声乐作品时，可以结合这个国
家的人文背景来进行讲解 [5]。并且，在声乐课程的教学当中，
教师应该加大实践课程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自我展示的
机会，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普通高校中的声乐选修课教学中还存在

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学生对于声乐基础知识的了解以及艺术
素养也是参差不齐，因此，更需要加快声乐选修课程改革的
进度，更好的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让学生能够得到个性化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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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其一是后勤管理工作应顺应时代发展需求，树立正确的

服务观念，致力于为学校和师生提供高质量服务，为学生发

展提供基础保障，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质量，实现社会化

发展打好基础 [3]。其二是后勤管理工作的社会化发展要满足

与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理念，达到教育的功能。高校在开展教

育活动时，要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技能作为主要的目标，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丰富学生的经历，培养学生为

社会服务和风险的意识。学校后勤管理工作要将学校的这个

目的结合在改革中，为学校的教育功能做好辅助作用，促进

学生的健康发展。其三高校后勤管理的社会化改革要提高产

权意识，与学校保持一定的独立，做到实质上的独立经营。

按照企业相关管理机制对自己部门的人员进行管理，要在经

济上与学校保持独立，同时还要与学校互相构建两个独立的

个体，进而减少后勤社会化发展的时间，提高社会化改革的

效率。

3. 结语
综上所述，学校后勤部门与学校之间互相独立和制约，

学校要想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后勤管理工作的改革就是意

一项重要的环节。因此学校要注重后勤管理的社会化改革和

创新过程，加大研究和落实力度，为促进后勤管理社会化改

革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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