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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素质教育理念在高中教学领域不断得到渗透的背景下，突出了

音乐教学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从高中音乐教学

体系的组成部分来说，合唱是其中的一个基础环节。提高高中学生的合
唱能力已经成为了音乐教师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教学任务。高中音乐教师

应该以各类基础训练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合唱能力以及音

乐素养。本文就高中合唱基础训练的实践方法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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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几年，高中音乐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以

优化音乐教学效果为目标，大多数教师都选择了实践活动这种教
学方式，希望通过组织活动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音乐教学
当中，逐渐形成音乐兴趣，为其展现音乐能力提供一个良好的平
台。合唱是一种比较基础和常见的音乐教学方式。因此，高中音
乐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合唱训练的重要性，将学生的实际合唱能
力以及合唱教学目标作为依据和基础，通过基础训练使其合唱综
合能力得到提升，强化学生的合作意识。 

一、呼吸训练 
呼吸训练室是合唱基础训练体系中的重要模块，也是高中音

乐教师在开展合唱教学活动中应该重视的教学环节。相比于独唱
的呼吸方式，合唱的呼吸方式虽然存在很多的契合点与相同点，
其中所运用的原理和方法也较为类似。但是，高中音乐教师需要
重点考虑到的是，学生在合唱的过程中，应该保证呼吸方式的一
致性，这就体现了与独唱呼吸方式的不同之处。在独唱中，对于
呼吸方式的选择存在较大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在一般的情况下，
在合唱中每个歌唱者都需要仔细观察指挥的起拍提示，将其作为
调整呼吸方式的主要依据。例如，教师带领学生合唱《嘎达梅林》
这首歌曲时，在合唱之前，应该引导学生对曲目进行基础分析。
这是一首具有蒙古族特色的短调民歌，其构成部分是上下两个乐
句，每个乐句分别包含五个小节，速度的平缓性以及音域的宽广
性是这首歌曲的特点。在演唱此类抒情歌曲的过程中，应该将胸
腹式呼吸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样能够为演唱者完成曲目的演唱提
供足够的气息，还能保证长线条旋律的完整性，从而将歌曲中蕴
涵的民族精神充分地展现出来。 

二、姿势训练 
从合唱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都是采用站立的姿势，这样能达

到较好的演唱效果。这是因为人处于站立的状态下，能使肺活量
达到峰值，身体肌肉也比较放松，有利于演唱者找到合适的气息
支撑位置。但是这需要根据具体的合唱排练情况而定，不同的合
唱排练情况，演唱的姿势也不相同[1]。比如，在进行日常演唱训
练中，一般都是保持站姿，但是学生的体力有限，如果训练的时
间较长，为了保证学生的精力和体力，教师也可以让学生以坐姿
进行演唱。另外，教师音乐教师在实际带领学生进行合唱时，还
应该对咬字、吐字等方面给予重视，这样的训练方式有利于提高
高中合唱训练的质量。 

三、连音跳音训练 
首先，针对于连音，一般都会被引用于一些抒情歌曲当中，

能保证旋律以情绪的连贯性。音乐的慢速性特点较为明显，这一
类歌曲的主要内容比较宽广。高中音乐教师在实际带领学生进行
合唱练习时，应该向学生强调气息平稳与充足的重要性，将力量
集中在腰腹肌上，使其能给予演唱者一个支撑力，通过这样的方
式使气息能够保持平稳。在演唱时，应该以缓慢的速度将气呼出，
使音色得到集中，这样能使听者感受到绵延的感觉。例如，教师
带领学生练习合唱《草原在哪里》这首歌曲时，其中包含较长的
乐句，对气息的顺畅性要求较高，应该保持慢呼气和慢吸气的状
态。在实际的训练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眼睛闭上，用语言引
导学生，使学生的思维进入到草原的景色当中的的，演唱时仿佛
对着远处呼喊。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督促学生，不能
发出太燥的声音，应该保持声音的绵长性。这样才能更好的将歌

曲中草原的景色用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 
其次，针对于跳音，要想的很好的将跳音表达出来，需要掌

握气息的平衡。人们唱歌所发出声音的原理是气息对声带的冲
击，在演唱中，应该使二者的配合达到平衡的状态。如果气息的
力量过大，甚至超过了声带所提供的阻碍力量，很容易导致声带
较难闭合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会使得声音比较分散，音色也比较
浑浊。相反的，会使演唱者感觉到无法用气，发出的声音也比较
局限[2]。因此，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跳音练习的过程中，应该使
声带处于放松的状态，使声门能在气流流动的情况下进行自然闭
合。这样能提高振动的清晰程度，演唱的调音准确度也会提高，
使听者形成舒服的感受。 

四、气息训练 
气息能为学生进行演唱提供动力，只有学生能对气息形成合

理的把握，才能真正提高歌声的优美程度。如果缺少气息的支撑
作用，所发出的声音就比较干枯。因此，在合唱训练当中，教师
应该重点向学生传授寻找气息支撑点的方法，这是学生应该掌握
的一项合唱技巧。在进行气息控制时，应该将腰部、上腹部、小
腹间的力量进行相互配合。在比较自然的状态下，感受吸气的过
程，打哈欠能使气息被自然吸入，使腰部得到扩张，腔体也会被
打开，呼吸系统都进入到较为积极的状态当中。因此，教师应该
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合理选择音乐的片段，带领学生进入到针对
性气息训练当中[3]。例如，教师带领学生练习合唱《牧歌》这首
歌曲时，这首歌曲的旋律较为舒缓，曲调也比较优美，教师可以
将其作为训练学生长气息的工具。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慢吸
气、慢呼气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向学生强调一些方式方法，使每
一个音都能被平稳的表达出来。 

结论：综上所述，在高中阶段和合唱训练中，重视合唱的基
础训练对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演唱能力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高
中音乐教师应该对高中生的年龄特点以及对音乐的认知能力形
成清楚的了解，并从呼吸训练、姿势训练、连音跳音训练以及气
息训练的角度对学生进行多角度、多元化的合唱训练。通过本文
对高中合唱基础训练的实践方法展开的一系列探讨，希望能为提
高高中生参与合唱的水平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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