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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背景下合唱对高中生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齐秀丽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富力城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高中部  北京  100022） 

高中生在中国的学生群体中是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不
仅承受着高考的学习压力，同时，也承受着父母的殷切期望。许
多家长过多的关注了孩子的学习，却相对忽视了孩子的心理状
态，有些学生不擅与人沟通和交流，他们不懂得如何排除内心的
压力与思想负担，负面的情绪日积月累，以致产生厌学现象，甚
至在心理上步入了极端的境地。 

“考上理想大学”和“提高成绩”是许多高中生的最大愿望。
高中生活紧张而富有挑战，具有健康的心理，对于提高高中生的
适应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只有具备这些能力，才能保障高效的学习。在实际生活中，一些
学习优秀的学生，由于一两次的考试失败就变的一蹶不振，丧失
信心，更有甚者，因家长或老师的一句批评就离家出走，甚至走
上轻生之路。见此状况，身为教师，颇感沉重，同时觉得应该从
自己的学科教学出发，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尽一份力量。在
日常教学中，我发现合唱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对高中生的心理健
康具有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生活乃至今后的人生
道路。 

一、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核心素养。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
的教育方针，2017 年 9 月，高中更是迎来了新的课程改革，在
《普通高中新的音乐课程标准》中，更加突出地显现了对学生审
美感知，艺术表现和文化理解三方面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与发
展。“核心素养的思想”、“核心素养的精神”成为新课程标准的
“灵魂”贯穿始终。“核心素养”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
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
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 
改变教育观念要培养全面的人就要重视课程改革中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养。 

学校利用选修课和社团活动时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活
动，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减轻释放学生的压力，调节他们的
心理，使得学生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学习中，实现减负增效的目
标。在新课程背景下，我有幸担任了合唱社团的指导教师，同时，
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合唱对中学生的心理有着非常大的积极影响。 

合唱是了解和展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活动。在
合唱作品演唱过程中，无处不体现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最美好
的团队合作精神。应当说在合唱里面不仅有“我”，而且还有“我
们”[1]。在青少年当中开展合唱艺术活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孩
子们在歌声中得到欢乐，随着他们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歌声给予
他们的更是滋润心田的阳光和雨露。 

以下是我在合唱教学的活动中，对部分学生进行心理干预的
实践与感悟。 

二、具体做法：用合唱的和谐之美去感化和滋养心灵 
新高一入学后，在各个班级挑选优秀的合唱队员，成为了我

开学的首要任务，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之后，名单确定，与班主
任沟通每位队员的情况时，班主任认真的向我介绍学生们的特
点，例如哪位同学有领导才能，哪位同学擅于搞后勤，哪位同学
组织能力强，但谈到一个叫“王某某”同学时班主任皱起了眉头，
她问我，这个同学你还选吗？他经常旷课，心理有些问题，学习
不积极，班级活动也不感兴趣，情绪低落。听到此消息我感到非
常惊讶，高一（1）班是我校的实验班，由全年级成绩前四十名
的学生组成。应该在各方面都很优秀，又怎么会有厌学的学生
呢？虽然有很多疑问，但是我坚决地对班主任说，我既然挑选了

他，说明他很善于歌唱，我想或许经过音乐的洗礼后，他的心理
状况慢慢会有所好转。于是我坚决的留下了王同学。 

在课下，我全方位的通过多种渠道详细的了解了这名同学的
状况。原来在初中时，王某某曾是班里的班长，学习成绩也是名
列前茅。到了高中他虽然考入了重点班，但是却成了优等生里的
最后一名。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凤尾”。以前在班里的光辉形象
和满满的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的心里无法承受从“第一
名”到“最后一名”的落差，所以整天心情低落，家长很着急，
便带着孩子请假去看心理医生，经过几次治疗后并没有明显的改
善，这样的学生简直让家长不知所措。在高一第一次月考中他的
成绩排到了年级第 160 名，和他的入学成绩相比，退步了 120 名。 

学习情况虽然如此，但我能感觉到他对唱歌很有兴趣，合唱
排练每周两次，他总是很准时，而且从不旷课，在排练的过程中
他很认真，话不多，最初表情有些严肃和低沉。合唱团团长是他
的同班同学，说他近期在班里情绪消极，性格孤僻，班主任想唤
起他的自信心，让他担任班干部，但他却推辞掉了……。在了解
了这名同学的情况之后，我默默的关注着他，并和合唱团团长，
副团长一起商量着如何让他快些融入我们这个团体，融入美妙动
听的音乐，帮他走出困境。 

为充分发挥合唱教学的功能，吸引学生歌唱的积极性，选择
好的并且合适的合唱作品便成为教学的前提条件。合唱团排练的
第一首曲目我选择了《可爱的家》，这是一首简单的四部合唱，
结构短小，旋律优美，在演唱的过程中我要求学生不仅要唱好自
己的声部，还要仔细聆听其他三个声部的旋律，训练学生音乐的
耳朵，提高合唱的听觉能力。使得学生从音乐本身的旋律中感受
与体验合唱艺术的美。从歌词寓意来讲，之所以第一首排练歌曲
选择《可爱的家》，目的是想让每一位合唱队员明白校级合唱团
的团员虽然来自全年级的各个班，但是我们这里是个可爱的大家
庭，充满了友爱，充满了美妙动听的音乐，同学们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为了唱出我们心中共同的歌，同学们仔细认真地排练，
和所有的队员一样王某某同学在学习演唱的过程中细心投入，歌
唱时，他的表情不再僵化和紧绷，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淡淡的微
笑。

合唱教学是审美教育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从给人美好感官享
受入手，以丰富的感情打动人心，潜移默化地滋润人的心田、净
化人的灵魂。王某某同学在合唱的团体中体验到了内心的感动，
心与音乐的交融，也体会到了同学们之间的友爱及彼此之间的真
诚。渐渐地，他的脸上多了一些笑容，少了一些忧郁。 

根据高中音乐新课程标准中提出的有关“兴趣是学习音乐的
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
人生的前提”[2]这一内容，在合唱团排练的第二首曲目的选择上，
我倾向了流行歌曲改编的四部合唱《菊花台》。这是一首电影的
片尾曲，旋律极其优美动人，歌词婉转而赋予诗意，含蓄哀伤，
配合了民族乐器的伴奏，把流行音乐的元素与中国民族音乐的风
格融合在一起，难度适中，深受学生的青睐。在演唱这首歌曲改
编的四部混声合唱的过程中，同学们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和浓厚
的兴趣。 

在排练过程中我关注着每一位同学的表情和他们排练的认
真程度，当然也包括王同学，我走到他身边仔细听他演唱，我发
现他的音准很好，学习新曲目也很快就能掌握，于是我在抽查单
个同学演唱的时候，有意的多请他来唱，在他演唱的过程中，同
学们仔细倾听，演唱后热情鼓掌，老师也予以肯定的表扬和鼓励，
在合唱团中他不断地增加了自信心获得了正能量，渐渐地他变得
开朗和健谈了。据他们班的同学反映近一段时间他再没旷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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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的注意力较以前也集中多了。更加让我欣喜的是，他的期中
考试成绩在年级总排名中进步了一百多名，听到此消息我再次体
会到了合唱的无穷魅力。合唱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净化着孩
子们的灵魂，滋润着他们的心田。 

经过半个学期的训练，转眼间又迎来了学校最隆重的新年文
艺汇演，合唱团作为整台晚会的压轴曲目，承载着校领导、老师
和同学们的期望，要想顺利地完成演出任务，仅唱好作品是不够
的，还要有多个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于是，我在合唱团中筹建
了纪律部、组织部、化妆部、后勤部、宣传部，从上台前的纪律
保证到分发演出服装、化妆、演出后对服装的收回全部工作都由
学生自主完成。各个部门，任务分工明确，工作井井有条，各个
部门的部长及副部长尽职尽责。在合唱前这样和谐有序的氛围
中，王同学受到了美的熏陶和向上力量的感染，主动找到我表达
了他很想为合唱团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意愿，于是经过我的指
导、其他同学的支持和他自己的努力，合唱团团委会决定任命他
为合唱团后勤部副部长。这个职务需要有很强的统筹能力和责任
心，还要具备一定的奉献精神。在这次活动中王同学对待自己的
工作一丝不苟，与后勤部部长配合密切，出色的完成了演出任务。
在演出后的总结大会上，我特别对王同学提出了表扬。 

现在的王同学已经从一个情绪消极、厌学、不爱与人交流的
人转变成了一个性格开朗、热爱学习和生活的学生了。平时他热
衷于班集体及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尤其是文艺活动。学习成绩
也是稳中有升。 

三、追索意义：合唱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积极意义 
（一）合唱有利于提升中学生的心理素质
合唱是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的心理素

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最
关键时期，他们的精力充沛、想像力丰富，但心理、性格、还尚
未成熟，在此时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将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
生活。合唱是培养中学生心理素质的最佳手段。人在心情阳光的
时候认知往往容易走向积极，反之则容易产生消极负面的认知。
合唱既然能通过自身包含的情绪影响人的情绪，当然也就能够对
认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以上案例中的王同学在参与合唱的
过程中身心愉悦。明快的节奏能让人精神焕发，优美动听的旋律
亦能安抚人的情绪。 

（二）合唱有利于中学生增强自信心
自信心对于一个人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自信心是万事成

功的必要条件，合唱这门艺术对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去年的新年文艺汇演中校级合唱团演出的《天空之城》
和《as  long  as  we  have  music》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
评，得到了最热烈地掌声，荣誉的到来，以及老师和学生的表扬

与鼓励，使得王同学和每个合唱队员一样都体会到了成功的喜
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同学们平时所付出的
辛苦，得到了大家肯定，这使得同学们增强了自信心。并使大家
认识到大部分人的先天条件相差并不太多，任何事情只要通过自
己的努力付出，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三）合唱有利于提高中学生的合作意识
匈牙利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柯达依认为“合唱是最能使人受益

的科目，因为他们能对所付出的努力给与最大满足的报偿，任何
学校都有能力使合唱达到教育标准。”[3]音乐和其他表演艺术一
样，都是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塑造艺术形象的。但合唱与其他表
演艺术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群体性，这就要求参与者在
整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必须全身心的投入，以高度的责任感，
以团结合作的精神，完成和展示这种协作所创造出来的和谐之
美。所以，合唱艺术不仅仅是简单的唱唱歌，它潜移默化地培养
着孩子们的崇高品德。案例中的王同学和绝大多数学生一样，都
是独生子女，被一个大家庭万般宠爱着，他们往往会形成自私自
利、我行我素的习惯。一旦走入社会就会因为不协和的人际关系
而烦恼。合唱艺术是群体合作的艺术，所以合唱艺术的最大魅力
就是“合”这一字眼。这就要求合唱团员首先要有自控能力和自
我约束能力，合唱时队员要严从指挥，配合运用演唱技巧把个体
与集体自然融合起来，不但要演唱自己的声部，还要学会倾听其
他声部的平衡，协调自身和整体的关系，这就培养了队员对自我
情绪的控制和默契合作精神，何时为红花？何时为绿叶？要灵活
转换，心里也要非常明确。王同学在参与合唱排练和演出的过程
中，学会了与他人如何和谐相处，同时感觉到团结的集体力量是
无穷的，这种艺术活动能有效的减轻中学生因人际关系而产生的
焦虑和烦恼，在合唱中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 

中国教育家孔子曾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
也。故人不能无乐。”[4]由此可见，音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核心素
养。在优美的歌声中陶冶情操，在声部的合作中培养品德，在一
次次严谨的训练中提升能力与毅力，这些都是人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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