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7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Jul. 2025

第 63 期 No.63

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的要求与

技巧训练
臧鹏宇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 阳泉 045200

[摘 要]本文深入探讨了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之间的衔接问题，分析了两者在教学要

求、方法以及内容上的差异，并提出了有效衔接的策略。通过增强教学内容的连贯性、采用多样化的教

学方法以及强化师资培训等途径，本文旨在为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的有效衔接提供理论支

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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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声乐教

学在中小学及高师教育中均占据了重要地

位。然而，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

学之间存在的差距，使得两者难以有效衔

接，影响了声乐教育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因

此，本文将对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

教学之间的衔接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以期为

提高声乐教学的整体质量提供参考。

二、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

的差异分析

（一）教学要求的差异

高师声乐课教学对学生的要求较为严

格，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演唱基础，还

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这包括掌握正确的

声音概念、共鸣概念和发声方法，以及对不

同风格歌曲的历史背景和情感表达的深入理

解。相比之下，中小学歌唱教学对学生的要

求相对较低，主要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演唱兴

趣和基本的演唱技巧，如音准、节奏等。这

种教学要求的差异，导致了高师声乐课教学

与中小学歌唱教学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的不

同。

（二）教学方法的差异

高师声乐课教学注重对学生发声技巧和

方法的培养，通常采用较为专业的教学方

法，如声乐理论讲解、发声练习、歌曲分析

等。这些方法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发声

方法，提高演唱水平。而中小学歌唱教学则

更加注重学生演唱歌曲的情感表达，以陶冶

学生的情操为主要目标。因此，中小学歌唱

教学在教学方法上更加灵活多样，如运用多

媒体技术、增加师生交流与互动、组织歌唱

表演活动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

（三）教学内容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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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在教

学内容上也存在显著差异。高师声乐课教学

内容涵盖了声乐理论、发声技巧、歌曲分析

等多个方面，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

合能力。而中小学歌唱教学内容则相对简

单，主要围绕教材内的歌曲进行教授，缺乏

对声乐知识的系统讲解和深入剖析。这种教

学内容的差异，使得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

学歌唱教学在知识体系和技能培养上难以形

成有效的衔接。

三、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

有效衔接的策略

（一）增强教学内容的连贯性

为了实现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

教学的有效衔接，首先需要增强教学内容的

连贯性。一方面，高师声乐课教学内容应适

当引入中小学歌唱教学中的基础知识，如音

准、节奏等，以帮助学生巩固基础，为后续

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中小学歌

唱教学内容也应逐步渗透声乐知识，如简单

的发声原理、共鸣技巧等，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探究欲望。通过增强教学内容的连

贯性，可以使学生更好地适应从中小学到高

师的声乐学习过渡。

（二）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针对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

方法上的差异，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

实现两者的有效衔接。一方面，高师声乐课

教师应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改革，如采用

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同时，还可以利用多媒体

技术、网络资源等现代教学手段，将抽象的

声乐知识转化为具体形象的声乐知识，提高

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中小学歌唱教师应注

重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如通过组织

歌唱比赛、合唱活动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演

唱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声乐知识

和技能，实现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

教学的有效衔接。

（三）强化师资培训与交流

师资水平是实现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

学歌唱教学有效衔接的关键因素。因此，应

强化师资培训与交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和教学能力。一方面，高师声乐课教师应定

期参加专业培训和学习交流活动，了解最新

的声乐教学理念和方法，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素养和教学水平。同时，还可以邀请中小

学歌唱教师参加高师声乐课教学的观摩和学

习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另一

方面，中小学歌唱教师也应注重自我提升和

学习交流，通过参加专业培训、研讨会等形

式，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通过

强化师资培训与交流，可以促进高师声乐课

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推动两者的有效衔接。

（四）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实现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

学歌唱教学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因此，应

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声乐学习进

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一方面，评价体系应

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需求，采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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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评价方式和方法，如表现性评价、过程

性评价等，以全面反映学生的声乐学习情况

和进步程度。另一方面，评价体系还应注重

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如演唱水平、音乐

鉴赏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以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养和综合能力。通过构建完善的评价

体系，可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声乐学习，推

动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的有效

衔接。

四、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

有效衔接的实践案例

为了更好地实现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

学歌唱教学的有效衔接，以下提供几个实践

案例供参考：

（一）案例一：某高师院校与中小学合

作开展声乐教学项目

某高师院校与多所中小学合作开展了声

乐教学项目。该项目通过定期举办声乐讲

座、工作坊等活动，邀请高师声乐课教师和

中小学歌唱教师进行交流和分享。同时，该

项目还组织了学生之间的互访和交流活动，

让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不同阶段的声乐学习

内容和方式。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高师声

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之间的衔接得到

了显著改善，学生的声乐学习兴趣和水平也

得到了提高。

（二）案例二：中小学引入高师声乐课

教学内容

某中小学在歌唱教学中引入了高师声乐

课的部分教学内容，如发声原理、共鸣技巧

等。同时，该校还邀请了高师声乐课教师为

学生进行专业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掌握声乐知识。通过这一举措的实施，学生

的声乐学习基础得到了巩固和提高，为后续

的高师声乐课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案例三：高师院校为中小学提供

师资培训

某高师院校为周边中小学提供了声乐师

资培训服务。该培训涵盖了声乐理论基础、

教学方法、学生心理等多个方面，旨在提高

中小学歌唱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通

过这一培训的实施，中小学歌唱教师的声乐

教学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为高师声乐课教

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的有效衔接提供了有力

保障。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深入探讨了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

学歌唱教学之间的衔接问题，并提出了有效

衔接的策略和实践案例。通过增强教学内容

的连贯性、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强化师

资培训与交流以及构建完善的评价体系等途

径，可以实现高师声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

教学的有效衔接。未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

断深入和声乐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高师声

乐课教学与中小学歌唱教学之间的衔接将更

加紧密和高效。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教

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能够关注这一问题，共同

推动声乐教育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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