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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歌声
——谈如何培养中学生在音乐课
堂中的演唱兴趣

◎方丽敏
摘要：演唱教学始终在音

乐课堂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

随着中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发

展，年龄越大，他们在课堂

中的演唱兴趣越是不高。学生

在音乐课堂上的演唱兴趣的减

弱，他们的演唱技能就会下降，

从而就会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

学生音乐素质的提高。因此，

如何培养中学生在音乐课堂中

的演唱兴趣至关重要。

关键词：演唱　我愿意唱　

演唱习惯　演唱兴趣

演唱是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

至今为止，我国在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中有了很大的变

化，并且在其中增加了不少的音乐教学理论知识，但演

唱在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始终是缺一不可的，并且占据

着重要的位置。

记得学生时代在上音乐课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几乎

每节课都必须教唱书本中的某一首歌曲，而且我们也很

喜欢唱，那时我们在课堂的演唱兴趣很浓。不知不觉中

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中学音乐教师，但也不知从何时起，

与我最初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中学生让他们在课

堂中开口演唱，真是“难”啊！“难”点如下：

1. 演唱时，声音很轻。全班四五十的学生发出的声

音还没有老师一人声音响亮。

2. 学唱不积极。在教唱歌曲时，只有少数学生在积

极配合老师，还有一大部分学生不会积极配合老师的教

唱，甚至有的学生演唱时不开口唱。

3. 识谱能力差。有的学生也在积极配合老师，但由

于识谱能力差，想唱也唱不出来。总之，想要让学生在

课堂中好好唱首歌曲，好好听学生唱首歌曲，真的“难”，

他们在音乐课堂中的演唱兴趣就是不高。

如何提高学生在音乐课堂中的演唱兴趣，改变学生

在音乐课堂中这些另类的场面，增加学生演唱的积极性、

主动性，让他们做到“我愿意唱”“我愿意学习演唱”“我

高兴唱”，我试着做了一些努力。

一、增设“课前唱”，培养学生的演唱兴趣

什么是“课前唱”？就是在上课前 5 分钟，“唱”

（三）弹唱法在节拍、节奏中的运用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时间在音乐中被切割成了很多个“拍”，每一拍

的时间都是相等的，弹奏者要保证每一拍时间的均匀度，比如一个四四拍

的小节，小节里的每一拍音符的时值要绝对平均，不能时值长短不一。但

是，初学儿童对每一拍时值的概念是不充分的，很难凭空想象每一拍时值

到底有多长，如果不给予具体的参照，儿童弹奏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加快或减慢，无法建立良好的节拍感知。对于教师来说，一方面，要强调

基本拍的教学；另一方面，借助身体帮助儿童形成节拍感。因为实际在弹

奏的过程中，儿童的主观意识会导致节拍越来越不稳，但是身体会更稳定，

所以借助脚打出的每一“拍”来稳定弹奏的节拍。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学 生 感 受

基本拍

播放简单的节拍律动音乐，

引导学生用身体的各个部分

（手、脚、头）感受音乐中

的基本拍。

用身体各个部分感受

稳定的基本拍。

聆听简单的

节拍律动音

乐，感知基

本拍。

将节拍器调到不同的速度

（快速、中速、慢速），引

导学生感受速度的变化。

感受不同速度中基本

拍与速度的变化。

学生感受音

乐作品中的

基本拍及其

变化

用三种不用的速度（快速、

中速、慢速）弹奏一段节奏

性很强的音乐。 

边聆听音乐边调整自

己的步伐，身体跟着

音乐走起来，用身体

感受不同节奏的变化。

感知不同速

度的音乐作

品中基本拍

的变化。

学 生 通 过

节 奏、 旋

律、 音 乐

作 品 训 练

基本拍

节奏练习：带领学生进行节

奏练习，口读节奏，手脚打

节拍。

通 过 口 与 脚 练 习 节

奏，训练节奏中的基

本拍。

由易到难、

由浅入深，

训练学生在

节奏、旋律、

音乐作品中

是否能稳定

基本拍。

唱谱练习：将音符的唱名融

入节奏中，边打节拍边唱谱，

巩固节拍的稳定性。

通 过 口 与 脚 练 习 旋

律，训练旋律中的基

本拍。

简单的单一节奏音乐片段弹

奏：出示音乐片段，引导学

生边弹奏边打基本拍。

通过音乐作品弹奏，

训练音乐作品中的基

本拍。

节奏组合 将不同的节奏进行组合，引

导学生通过基本拍视唱节奏。

视 唱 不 同 的 节 奏 组

合。

通过弹唱结

合 与 基 本

拍，巩固不

同的节奏组

合。

出示不用的节奏组合，引导

学生通过基本拍弹唱不同的

节奏组合。

弹 唱 不 同 的 节 奏 组

合。

四、结语

总而言之，儿童钢琴教学中识谱能力的训练是钢琴弹奏的基础与前提，

如何更加科学地对初学儿童进行教学有赖于教师对儿童学习情况的了解，

根据儿童的特点结合弹唱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儿童更高效地学习乐谱内容，

从识谱中解放出来，才能关注到自己作品的演奏与表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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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想唱”的歌曲。由每个班自行选择

想唱的歌曲，并由文娱委员负责相关事宜。

选择的歌曲内容必须是健康的、向上的、

有意义的。增设“课前唱”其目的就是，

让我们每一个学生都能开口“唱”，做

到“我愿意唱”，调动学生歌唱积极性，

从而慢慢地培养学生的演唱兴趣。有好

的开始，才有好的收获。

二、培养良好的 演唱习惯，提升学生的演

唱技巧，增加学生演唱自信

七年级是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开

始，对于音乐课程也是相同的。那些在音

乐课堂中不愿意开口唱的学生，往往都是

一开始没有培养良好的演唱习惯，久而久

之，就变得沉默了。为了从七年级开始培

养学生良好的演唱习惯，在每节课都会让

学生演唱一首歌曲，并教授学生正确的演

唱方法，如：教会学生运用气息进行歌唱；

训练学生学会“有控制”的歌唱。这样学

生就不会老是扯着嗓子在“喊歌”。在七

年级有了良好的演唱习惯与正确的演唱方

法，学生在演唱方面逐渐有了正确的歌唱

意识，他们演唱歌曲的自信心就有了很大

增加。那么，学生到了八年级、九年级，

就不会拒绝在课堂中演唱歌曲，不会因为

演唱歌曲而发笑甚至害羞，甚至会逐渐增

加对歌曲的演唱兴趣。

三、采用“老歌新唱”的教学方法，增加

学生的演唱兴趣

学生不愿意唱原因是什么？根据调

查，大部分学生认为教科书上的歌曲内容

过于陈旧、不好听，这个原因是最主要的。

但教科书上的内容是国家经过有关这方面

的专家、教授们精心筛选过的，这些内容

是经典曲目。这些经典曲目有的是革命歌

曲，有的是中外民歌，甚至是一些曲艺、

戏曲中的名曲等等。现在的中学生从小生

活在繁荣、稳定、和谐的社会中，他们对

这些经典曲目知之甚少，因为有的曲目与

他们出生的年代相差太远了，正因为这样，

他们才需要学习。为了能让他们接受这些

经典曲目，并去演唱它们，我在课堂上采

用“老歌新唱”的方法。所谓“老歌新唱”，

就是运用歌曲原有的旋律，让学生给旋律

搭配新的歌词。比如在教唱歌曲《十送红

军》中，歌曲的旋律较短，但歌词较长，

学生在学唱时唱着唱着就会觉得太多，甚

至会厌烦。如果让学生掌握并熟悉一段歌

曲的前提下，给歌曲的旋律重新搭配歌词。

这样他们对歌曲的新鲜感就来了，演唱歌

曲的兴趣就足了。学生的想象力真的是无

法估量的，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什么

都有，真的是五花八门。在学生创新之后，

再讲解有关歌曲的背景，最后是通过学生

理解之后再去演唱歌曲，学生们演唱得可

认真啦，不会再嘻嘻哈哈演唱歌曲。运用

“老歌新唱”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增加学

生演唱歌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牢

牢记住这段曲子的旋律，从而也会更全面

地了解有关这些曲子的知识内容。

四、让学生养成“哼唱旋律”的好习惯，

从而增加学生的演唱兴趣

在音乐教学中，我们不可能每节课都

在教授歌曲，还有一部分的欣赏曲目要教

授，难道欣赏曲目的曲子，学生就不能演

唱了吗？不是的。只不过用另一种方法去

演唱，那就是“哼唱”。怎么“哼唱”？

欣赏曲目的曲子较长，但它们都有自己的

主题旋律。这个主题旋律就成为我们哼唱

的对象，并且每个主题的旋律性都很强，

学生可以通过不同的发音进行旋律哼唱，

如“啦”“啊”“啰”等。如七年级 13 册《拉

德茨基进行曲》，不论你用什么象声词去

哼唱，它的旋律总是被学生哼唱得非常有

意思。哼唱旋律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学习音

乐、演唱歌曲的兴趣，更主要地还可以提

高学生的音准和他们的音乐素质。

总之，在音乐课堂上提高中学生演唱

兴趣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生演唱水平

和学生音乐素质的前提。只有增加学生的

演唱兴趣，才能激发学生演唱的积极性、

主动性，并且能让学生做到“我愿意唱”“我

愿意学习唱”“我高兴唱”。让久违的歌

声重新回到我们的课堂，我将不断地开发

他们的歌声，让他们的歌声重回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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