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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是广受人们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然而在农村因师资力量缺乏,教师分配不均,设备缺失使得音乐教育开展困难,

且学校及家长对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充足,误把音乐课当成不重要的杂课,对音乐教育的开展往往持否定态度。但音乐教

育,尤其是合唱教学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听从指挥、思想高度集中等习惯。因此合唱教学在音乐教育中有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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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首先合唱是一门能很好地培

养学生们团结协作的音乐活动。合唱中要求学生在队员之

间、声部之间、队员与指挥之间都需要音合、心合、意合、

情合,相互包容,团结协作。队员之间应相互体验人与人之间

和谐的情感,从而潜移默化的形成和谐的人格；声部之间应

相互聆听,相互交融,在统一的基础上保持各声部的特色；队

员与指挥之间队员应服从指挥,根据指挥的思路进行排练,

加强团结协作精神,指挥应密切观察队员声音状态和音响效

果及时调整。 

1 合唱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雨果曾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

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乐”在合唱中蕴含着美妙的音乐及

深刻的文学内涵。合唱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艺术,对老师及

学生的音乐基础要求较高,训练起来难度较大。那么在农村

师资匮乏教育资源落后教师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开展合唱教

学有何重要意义及作用呢？我们深知集体的力量的强大,而

在合唱中,各个人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交融且不可分割

的,必须做到齐心协力、相互聆听、相互配合。长期的合唱

教学,长时间的合唱训练培养了学生们团结协作的集体精

神。据说日本人在总结国内战后经济腾飞的五大因素之一就

是合唱事业在国内的发展,促进了国民团结一致通力合作的

意志品德。合唱教学在音乐教育中是培养集体主义思维方式

的一项音乐活动。在一次次的合唱训练及合唱比赛获得的

进步与成功中,学生们在获得满足感、自信感及成就感的同

时,更能够明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是集体的力量。如

此学生们可以更直接,更全面的体会合作与共处带来的愉

悦感受。通过长期的合唱训练,使学生们习惯将个人融入集

体之中。 

2 合唱曲目的选择 

在农村学生音乐知识薄弱,对合唱教学认识狭隘的情况

下,合唱曲目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合唱曲目的选择应遵循

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学生们嗓音条件及变

声情况合理的选择音域适合的合唱曲目；在学生基础薄弱的

情况下应当首先选择较为简单的合唱作品,从单声部的合唱

作品开始,培养同学们的音高概念、节奏感及律动感,培养学

生们在合唱过程中不但齐声更要齐心的概念；拥有良好的乐

感与集体感之后再慢慢增加二声部合唱作品,在单声部齐唱

的基础上让学生们感受不同音程的音响效果、协和概念及融

合度。在合唱作品的选择中除了根据学生们的能力进行调整

外,还应尽可能的让学生们接触到不同色彩的作品,让学生

们在排练中从横向旋律中感受到调式调性所带来的不同旋

律色彩感；从纵向音符的组合关系中感受到不同的和声色彩

所带来的不同音响效果；以及男、女声不同声部不同方式组

合关系中所体现的各种音色变化等等。 

3 在合唱中运用科学、趣味的的教学法 

首先可以让同学们朗读歌词,通过朗读让学生们熟悉歌

词内容理解词的思想情感,接着熟悉节奏再把歌词和节奏结

合起来朗读,避免一直单一的朗读歌词或节奏,增加趣味性；

其次根据歌曲的旋律及歌词针对性的选择练声方式,如《黄

水谣》练声音域可从小字组b到小字二组a,可用连贯性的琶

音唱“a”母音、"o"母音,用具有弹跳性的分解和弦唱“i”

母音、“ang”母音,再将连贯及弹跳训练相结合组成练声曲

进行交替练习。练声时应根据学生们反馈出来的音响效果及

声音状态,及时进行音响效果、音色及音域的调整,并且在统

一母音的演唱过程中,还应根据谱面上出现的表情符号代入

歌曲旋律当中进行演唱。在声音状态、音色调整、音响效果

统一及表情符号演唱到位之后,则可以开始把歌词带入旋律

中并充分理解歌词的词义及旋律所想表达的情绪富有感情

的演唱歌曲。在能够较完整的演唱歌曲后,应当根据歌词意

境、旋律起伏、歌词背景等注意面部表情的状态并在有必要

的时候增加一些合适的肢体动作。如此结合可以再科学的训

练基础上增加趣味性,使得合唱训练不要枯燥乏味,在灵活

多变的训练中快乐的学习。最后,在上述训练方式的练习下

声、形、表三合一,能使合唱教学达到的不仅仅只是普通训

练,更能达到上台演出、参加比赛的水平。 

4 提升学生欣赏水平 

在进行合唱教学时,作为教师应在抓好合唱训练的同时

培养、提升学生们对音乐作品的欣赏水平。可以采用对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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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让学生们欣赏同一首歌曲,让他们感受在同一首歌曲中

不同的表现手法或不同的演绎方式等所带来不同的感受,让

他们会其中的强大感染力、艺术表现力等；也可以根据合唱

的发展情况,将音频视频相结合向学生们介绍一些优秀的中

外合唱作品,让学生们在聆听中、观摩中欣赏不同的音乐作

品,提高学生们的听力,让他们在优秀的中外作品中体会和

声的美感及合唱的魅力等。还可以鼓励学生们放飞想象的翅

膀,在音乐的海洋里自由探究。音乐具有动态的特征,音乐教

育家柯达伊曾说：“音乐教育首先要通过音乐与身体相结合

的节奏运动唤起人们的音乐本能,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受力和

敏捷的反应能力。”在教学中鼓励学生打开思维放松身体,

亲身感受音乐自由探究,把“自主学习”渗透到合唱教学中,

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合唱训练,欣赏合唱作品,甚

至是创造音乐的能力。提升学生音乐欣赏水平的方式还有很

多,需要教师在合唱教学实践中努力研究,探索它的规律,结

合实际情况创造性的用于合唱教学中。 

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步伐加速,尤其是新课标力

求体现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精神,体现

以音乐审美为核心；随着素质教育的加强“以人为本”,全

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培养出满足社会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现如今农村的音乐教育已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音乐教师有

义务把它做好。身在农村一线的音乐教师更要倍加努力,运

用合适的方式教学,保证农村音乐教育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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