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校园文化　12　2020 53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中小学音乐教师提升声乐教学能力的策略
郑国华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第二中学　山东临沂 276300

摘　要： 音乐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核心素养的集中体现，是检验音乐教师是否掌握音乐实践教学能力的有效依据。音乐教师的
声乐教学能力是音乐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全面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声乐教学能力，让中小学音乐教师既能应对

音乐课堂，又能更好地组织开展文娱活动，成为音乐教育研究者和中小学音乐教师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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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学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声乐教学
能力需要跟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提升。本文主要从提高声乐
技能，丰富歌唱方法；提高乐器演奏能力，丰富歌曲伴奏技
巧；增强教学组织与管理能力，调动课堂教学气氛；加强声
乐相关专业学习，完善课下文娱活动等方面指出新时期中小
学音乐教师提升声乐教学能力的路径。

一、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师声乐教学能力是顺应时代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

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国家将教师
教育和师资培养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国务
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奏响了振兴教育、
教育强国的时代最强音。2018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教
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指出“教师教育是
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动力源泉……采取
切实措施建强做优教师教育，推动教师教育改革发展，全面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能力，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队伍。”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思考如何让学生在基
础教育阶段接受正确的音乐教育，如何让学生通过正确的声
乐教育理念养成良好的歌唱习惯，如何让学生形成多元的声
乐审美取向，这已然成为时代的呼唤。

二、中小学音乐教师提升声乐教学能力的原因
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是组织教育教学活动

最主要的依据，是集中体现和反映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载
体，因而，课程居于教育的核心地位。义务教育阶段的“新
课标”中明确给出了“艺术类”课程的培养目标：获得艺术
感知、艺术欣赏和艺术评价的能力，体验视觉、听觉、动觉
等活动带来的愉悦，丰富审美体验，使艺术能力与人文素养
得到综合发展。 中小学声乐教学活动的开展能够促使学生的
艺术感知能力得到提升，学生在声乐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对声乐
作品进行亲身体验，不仅能感知声乐作品，还能体会到声乐作
品的魅力；通过对一定数量的声乐作品进行歌唱，能逐渐形成
个人的艺术审美取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浅层的艺术评价。

三、中小学音乐教师提升声乐教学能力的策略
（一）提高声乐技能，丰富歌唱方法

传统意义上的声乐教学主要采用的是以意大利美声发声
方式为基础形成的歌唱教学体系。声乐自传入我国后，一直
为国内专业音乐院校所青睐，逐渐成为专业音乐院校和高等
师范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其教学以美声唱法为主。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民族声乐和流行音乐的
异军突起，打破了音乐高等院校声乐教育中美声唱法一枝独
秀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学校将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流行唱

法作为声乐教学的三大主要唱法，一些诸如内蒙古、云南、
广西、新疆等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的音乐高等院校还将本地
区特有的原生态唱法也融入到声乐教学中，让其毕业生可以
掌握更多元的声乐歌唱方法。
（二）提高乐器演奏能力，丰富歌曲伴奏技巧

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多数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硬件设施配
备得到大幅完善，钢琴、手风琴、电子琴、古筝、扬琴、笛
子、葫芦丝等中外乐器都进入到学校中。然而，由于教师乐
器演奏能力有限，大多数乐器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始终处于
闲置状态，根本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中小学音乐教师既需要具有良好的声乐教学能力，也需
要具有一定的乐器演奏能力，特别是歌曲自弹自唱的能力。
中小学音乐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乐器演奏能力，尽量在课堂教
学中使用多种乐器，让学生们在树立准确的音准观念的同时，
可以感受到不同乐器的音色之美。
（三）增强教学组织与管理能力，调动课堂教学气氛

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理工作是音乐教学的重要保障。在
中小学音乐教育阶段，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理是一项艰巨的
工作，课堂教学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取决于音乐教师的教学
组织与管理能力。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普遍处于 6-18 岁之间，
年龄跨度较大，学生的精力旺盛，特别是在进行其他理论课
程的紧张学习之后，很容易在音乐课上释放身体里的能量与
内心的情感。这个时候就需要音乐教师具有很强的教学组织
与管理能力，在保证课堂教学气氛活跃的情况下，避免让音
乐课成为学生的“放松课”，既要保证学生有浓厚的学习兴
趣，又不能让学生因为兴奋而将课堂练习变成一种情感的宣
泄。总而言之，只有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组织与管理，才能
让课堂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语
合唱教学与声乐教学有共性也有差异，中小学声乐教师

在进行合唱教学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用嗓问题，特别是
小学阶段的学生，在集体合唱时，常常会因为听不清自己的
声音而不自觉地过度用嗓，发出类似于喊叫的声音，这样既
影响合唱的整体音效，又容易造成声带损伤。因此，中小学
声乐教师在进行合唱教学时需要注意规避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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