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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音乐班级合唱教学实践探究 
◆卢  璐 

（天河区天府路小学  广东省广州市  510630） 

 
摘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注重人才培养

上，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是祖国未来建设的需要、是社

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因此学校的责任非常重大，其中
学生是主体，也是我国的未来和社会发展的希望，新形势的教育方法是

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同时是学生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条件。本文

主要对小学音乐班级合唱教学的实践进行了分析以及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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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学校已经从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转变成了现代化的新

型教学模式，新型教学更加的全面以及现代化，音乐、美术、信
息、科学这些课程的建立让学生的课程内容更加的丰富有趣。教
师方面，教育大纲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它为教育工作迎来了新的
体验以及挑战，从中研究出新的教学方法并且改变教学理念是教
育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本文主要将研究
重点放在了小学的音乐教学上，教师怎样选择合理的教学方式，
提高其教学质量，同时可以让学生的审美能力、感知能力、以及
表达能力都有一个高效的提升。 

一、什么是合唱教学 
合唱教学是指，集体进行合唱的教学方式，其中大众合唱、

小团队合唱、两三人合唱等这些都统称为合唱。小学阶段是学生
最为宝贵的时期，现阶段的学生好奇心比较大，对新鲜事物比较
感兴趣，同时接受知识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教师应该充分利
用学生的这一特点，在进行音乐课教学实践时应该安排趣味性较
强、内容比较丰富的合唱曲目进行教学，通过音乐合唱教学可以
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以及凝聚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班级合
唱是合唱教学最有效的方式，根据学生不同的自身状况和音乐水
平分配其音乐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可以加强对学生的训练，通过
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达到合唱的最佳效果[1]。 

二、小学音乐班级合唱教学的现状 
第一，音乐教学的相关器材与教学内容不相符。教育模式在

不断的改进，如今的社会更注重学生的艺术教育的培养，学校应
该配备相应的艺术教学器材，对艺术教学场所进行修改，从而更
好的改善艺术教育的条件以及环境。因为现今器材的配备和教学
方式并不符，导致有些地方器材过多，而有些地方却没有相应的
器材，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教学的要求，这样的情况完全违背了
教育改革的理念；然而拥有过多器材方造成了资源浪费，短缺器
材方造成了课程的停滞。第二，音乐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教
师的专业性不仅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加影响了学生学习专业
知识技能的效率。现下我国音乐教师的专业水平不尽相同，国家
应该针对此现象重点的培训音乐教师的专业素养，使其专业水平
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从而可以提高音乐教学的质量，培养更多
的音乐人才[2]。 

三、小学音乐班级合唱教学的实践探究 
（一）教学内容要有新意 
合唱教学中，首先要有创新的意识，这是教学的重要条件，

实践是基础，在实践中要不断寻求创新，这样可以使教学内容和
生活实践结合到一块，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从而提高班级合唱
水平，同时让其教学质量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在进行音乐合唱
教学时，教师应该让每个学生充分的发挥其自身的水平和感悟能
力，定出更合理的合唱计划，让教学方式更加新颖有趣，从而可
以让学生积极的学习音乐知识[3]。 

（二）教学形式要多样化 
小学音乐班级合唱是一项集体活动，不仅体现了其教师的专

业水平，更体现了其协调能力，同时让学生有团结意识以及团体
精神。这种多人数的合唱教师应该改变教学方式，放弃传统和单
一的教学方法，运用现今更为有趣新鲜的教学方式，使每一个学
生都能体会到音乐带来的快乐感，可以增加学生对音乐知识学习
的动力。比如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使用分组式教学方法，对唱

的好的组进行奖励，对唱的不好的组进行惩罚，在互相竞争中让
学生有更进一步的成长，从而提高音乐水平。还可以组织学生在
户外进行演唱练习，从而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使其更加自信。 

（三）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 
因为学生的年龄阶段并不同，所以对音乐的理解能力也是不

相同的，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不同年龄采用不相同的教学方法，比
如，年龄小的学生对音乐的节奏感特别敏感，然而对相关的理论
知识就会比较不容易理解。因此教师就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来选择
不同的教材，制度不同的教学大纲，这样才可以保证教学方法更
科学以及有效果。 

（四）善于评价增强学生自信心 
在合唱教学中教师应该善于运用“评价”的教学手段。教师

不要以过高的音乐标准来评价学生，要对学生的能力保持信任的
态度，从中找出学生的闪光点进行鼓励，人都是渴望被肯定的，
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鼓励是对学生一种反馈，也是对学生的一
种态度评价，但是鼓励并不是盲目的夸赞，教师应该在鼓励的基
础上提出更好的建议才是鼓励教学的根本[4]。 

（五）加强基础训练 
合理的引用合唱队的一些常规训练，为课堂做提前准备。比

如，教师可以让学生两腿分开，用力喊出声音，或者学习动物的
叫声，用来锻炼横膈膜，这种练习可以让腹部更有弹性。此训练
既可以让课堂氛围更有趣，又可以让学生的音乐课在一个轻松愉
悦的氛围下进行。 

（六）注意传统文化的灌输和继承 
不管是音乐教学还是其他科目的教学，其最根本是保留并继

承我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儿女学习华夏文明的根本。因此，
学习民族性的音乐和一些祖国的传统文化是音乐教学中的重要
内容，在教师灌输民族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能体会到传统音
乐的美妙，还能从中了解到中国的历史文明，和各个民族的特色，
从而继承传扬本族的文化[5]。 

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育体系也在不断的改革以及创新，音乐

教学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因此成为了焦点，合唱教学是音乐
教学中最具有凝聚力的一种，音乐教师在教学中不断的摸索与创
新，从而寻求更科学有效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将实践教学与创
新教学进行结合，因人施教，从而让学生音乐技能更具专业化，
让学生在合唱中培养团队意识以及合作精神，同时还能体会到音
律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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