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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倾听”对小学生唱歌技能的提高

◎钱良双
摘要：有人说“音乐是耳朵的眼睛”，作家叶文玲说过“音乐永远是我灵魂的伊甸园”，而我认为倾听是唱歌课的灵魂，

在唱歌课中，让学生学会倾听，让我们的音乐教师能引领我们的学生在听中获得享受，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用听音乐唱

歌曲来调整自己的情绪，陶冶情操，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从生活中获得无限的灵感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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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标中明确指出：“要坚持以音

乐为本，倡导完整而充分的聆听，并将其

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可今年疫情

期间，通过观看线上教学视频，我在获益

匪浅的同时，也发现了少数小学音乐教师

在唱歌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课的设计

流程到教师的演示该如何落在实处？教师

立足一堂课的表演，把内容设计得丰富多

彩，但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流程表演，学生

能记住歌词，学会演唱歌曲了吗？根据我

多年在一线教学中对小学各年级学生的学

情了解，对唱歌课也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和

心得体会，现与同行们作交流探讨。

一节好的唱歌课应该是扎实、充实、

丰实、平实、真实的，那么怎样才能将唱

歌课落在实处呢？我认为，学会倾听是上

好唱歌课的前提和基础。下面就以“听”

来谈谈对学生唱歌技能的提高。

一、唱前练功，听音稳拍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准和节奏是

音乐的骨架，因此，在唱歌课中训练学

生的音准和节奏是必要途径。在每节唱

歌课的开始环节，我都会设计 3 分钟左

右的听力训练，这种听音准和节奏的内

容一般都是从新授歌曲中选出来的，也

就是本课的重难点部分，为了突破所演

唱歌曲的重难点，我将乐曲中重复相似

的难点旋律和节奏挑出来，让学生听音

模唱和听拍节奏，如在教授四年级上册

《踩雨》这首歌曲时，我将歌曲中相似

的旋律制作成课件，用钢琴弹奏，让学

生视听后用 la 模唱。难点乐句为：

	

这两句歌词相同，旋律相似，学生很

容易混淆“6-”“3-”的音高，当学生

反复听音模唱后，找到音高，难点很快就

突破了。再找出《踩雨》歌曲中的难点节

奏，编写节奏卡，让学生先观看并试着拍

一拍，待学生感知后，我拿出双响筒敲击，

学生听后跟着拍出节奏，难点节奏为：

学生掌握了歌中难点乐句的音准和节

奏，为后面的学唱歌曲做好铺垫，降低了

歌曲演唱的难度，久而久之，学生的听力

进步很大，专注力也提高了，而专注力的

提高不仅对学唱歌曲有帮助，对他们学习

其他科目也有很大的帮助。

二、初识歌曲，聆听感受

学生对一件新事物的认知总是由表及

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对音乐的感知

也是如此，因此，教师带领学生感受歌曲

时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整体到分

段，由粗到细、由浅入深。

教唱一首新歌，在课的开始应该给学

生以完整感，在教唱低年级的歌曲感受环

节，我采用了初听、复听、再听三个步骤，

初听，说歌曲情绪；复听，随乐晃动感受

情绪；再听，说说几拍子和课题大意。以

二年级下册歌曲《牧羊曲》一课为例，学

生初听后能说出情绪是“优美的、抒情的”，

复听时每三拍能随着音乐左右晃动一次，

这样学生就找到了歌曲的韵律感，初步感

受到牧羊女的愉快心情，再听时就能说出

歌曲是几拍子的。在教唱歌曲《摇篮曲》

一课，旋律中的一字多音和装饰音的节奏

是很难把握的，初听歌曲，我深情导入，

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你感受到了什么？

（感受躺在妈妈怀里睡觉的那种舒缓、安

详、柔美的意境……），分段聆听分析、

学唱较难的乐句，老师问：第一段和第二、

三段旋律一样，但歌词不一样，你能听出

第六小节的“快快”“幸福”“一束”的

节奏并读出来吗？学生尝试练习，老师加

以指导。通过这样的初步聆听，学生对歌

曲的音乐特征及表现特征已然有了一个整

体的把握，在反复聆听中也熟悉了旋律，

但还有一些独特的韵味一下子很难体验出

来，这可以在学唱歌曲环节再去体验。

三、学唱歌曲，听中有唱

新课标在理念中提出：强调音乐实践，

所有知识技能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

来获得。如果单一让学生坐着一遍遍反复



098 ▲教育艺术

听，学生就坐不住，特别是低年级学生。

由于他们年龄小，身心发展不成熟，这就

要求老师去寻找适合他们的教法和学法，

避免教唱歌曲的枯燥性，同时又能快速准

确地演唱好歌曲，在听的形式中，我采用

了在游戏中听唱，听老师声情并茂的范唱，

听录音范唱轻声跟唱找难点乐句，听老师

慢速弹唱，初学歌曲，听范唱伴奏师生对

唱，生生对唱等。如二年级《“六一”的歌》

中的听音游戏和听音对唱教学，在感受歌

曲环节，学生已经反复聆听歌曲三遍，

这时，我为了继续保持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采用了听歌曲拍衬词的接龙游戏，

我引导学生听着歌曲原唱，听老师拍领

唱歌词的节奏，生接拍衬词“阿里里……”

的节奏，一拍一次拍节奏并唱出衬词，

做到手口并用，调动感官体验歌曲并唱

准歌曲，学生的兴趣很浓，之后的对唱

环节，我播放录音伴奏，先是师领生齐，

再互换角色演唱，学生积极性高，信心

满满地学会了歌曲演唱。

四、处理歌曲，听中带情

唱歌教学中演唱形式运用最多的就是

齐唱，在齐唱歌曲中，少数学生容易出现

唱歌低八度，出现唱歌和说话一样的状况，

还有可能出现个别学生大声喊叫，从头到

尾一个调，没有强弱变化，因此根本谈不

上有美感。那么如何指导学生将歌曲的意

境表现出来，是教唱歌曲的升华，也是唱

好歌曲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

有扎实的范唱基本功，还要有指导学生听

的多种技能，如，在教唱《我和你》这一

课，我通过自己范唱引导学生观看我演唱

时的表情，听我的声音轻重变化，将歌曲

旋律画好换气记号，让学生看着我的手势

听范唱，学会正确的吸气呼气方法，我还

播放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音频，让学

生在听中观看音频变化，当刘欢唱到高潮

部分音频波动快而大，声音有穿透力，能

打动听众……这样长期训练，学生潜移默

化受到我的影响，慢慢的在听中懂得了表

达情感和美。

五、朗读歌词，听读记忆

歌词表达了歌曲的宗旨和灵魂，教唱

歌曲中，在熟悉歌曲的旋律后，朗读歌词

这一环节是不容忽视的，听唱是唱歌课的

核心，咬字吐字是学好歌唱的基础，要唱

好一首歌曲，音高节奏固然重要，但究竟

唱什么内容，才能真正知道歌曲要表达什

么主题，这就要求学生要学习唱歌咬字吐

字的方法，学习听歌曲节奏并按歌曲节奏

读歌词，因此在朗读歌词环节，首先引导

学生听老师跟歌曲旋律节奏读歌词，再让

学生听着歌曲伴奏有节奏地读歌词，在读

词发音环节，引导学生观看老师的口型听，

指导学生听每一个字的韵母发到位，比如，

在教唱《望月亮》一课，我重点指导学生

读“亮”“灯”“堂”三个字，我采用学

生看我的表情、口形听我读，听个别学生

读，师生比较发音，待学生掌握了听读的

方法，提醒学生齐读这三个字面带笑容，

口腔打开，学生读准了字音和节奏，就能

听着音乐伴奏唱好歌曲，表现歌曲。

六、声势表演，听唱有动

一堂音乐课始终让学生演唱，不仅对

学生嗓子不利，且容易失去兴趣，因此动

作训练是唱歌课的润滑剂，唱歌时带上动

作，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运用好气息演唱歌

曲，且能给观众带来美感，也能让学生在

课堂中获得体验与快乐，要想用动作表现，

必须在听懂歌曲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创编动

作和表演活动，以二年级歌曲《月圆曲》

为例，在学生学会演唱《月圆曲》之后，

我播放范唱启发学生在听中想象，这时有

的学生晃动身体，有的学生将手放在眼前

慢慢打开，仿佛置身于音乐之船之中畅游

大海或乘上飞船遨游太空，在学唱欢快的

歌曲《阿里里》一课，我提出思考问题：

你能用简单的声势动作表现心中的欢快之

情吗？学生会做出听歌拍手，踮脚、跺脚

等动作，这样歌曲的意境自然流露出来，

学生的身心也得到了愉悦，真正在听中达

到了感受、体验、表现的效果，做到了愉

悦身心，陶冶情操。

唱歌课是小学音乐课中的重点内容，

作为音乐教师，我们要想上好唱歌课，

既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基本功，深入

了解学生的身心特点，更要找到适合学

生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乐于演唱，学

生一旦喜欢演唱，他们就会专心听课，

学会记忆，并且去课外寻找更多的音乐

资源来充实自己。

有人说“音乐是耳朵的眼睛”，作

家叶文玲说过“音乐永远是我灵魂的伊

甸园”，而我认为倾听是唱歌课的灵魂，

在唱歌课中，让学生学会倾听，让我们的

音乐教师能引领我们的学生在听中获得享

受，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用听音乐唱歌

曲来调整自己的情绪，陶冶情操，提升自

身综合素质，从生活中获得无限的灵感和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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