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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学中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途径浅析

◎熊飞飞
摘要：声乐教学过程中非智力因素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问题。本文将从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五个方面，

探索培养声乐学生非智力因素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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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演唱与声乐教学一样都是一个受

环境、心理、生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

的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既有

智力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各种非智力因素

的影响。本文重点从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角

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非智力因素的概念

非智力因素是指那些不直接参与认识

过程，但又对认识过程起直接制约作用的

心理因素，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

和性格等。

二、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

一方面非智力因素与声乐教学存在着

相互依存的关系，往往彼此渗透、互为条

件的。一方面，智力的发展为非智力因素

积极特征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智力活动是

认识活动的核心，智力活动的提高会促进

认识过程的发展，而人的情感和意志总是

在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有

认识得正确而深刻，才能产生积极的情感

和坚强的意志，从而使非智力因素的积极

特征得到锻炼和提高；另一方面非智力因

素在声乐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

是非智力因素是素质教育在声乐教学中的

观测点。

三、声乐教学中发展学生非智力因素的

途径

非智力因素是动机、兴趣、情感、意

志、性格在声乐教学中表现形式。声乐教

学过程，以智力因素为基础，通过激励动

机、培养浓厚兴趣、深化情感、锻炼意志、

完善人格，发展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一）激励强烈动机

第一，通过目的教育，启发学生学习

声乐自觉性。目的性是任何活动的前提。

声乐教师要通过观察与交流及时、及早发

现学生的学习目的，哪怕是暂时不能说出

口的原始动机，结合学生学习与生活经历，

采取有效措施，从世界观与人生观层次上，

培养学生学习声乐动机，提高学习声乐的

主动性与创造性。

第二，通过榜样示范，激发学生学习

声乐的动机。动机是直接推动学生学习的

一种内驱力，是满足个人知识需要和情绪

需要的心理状态。这种内驱力主要是学生

对歌唱艺术特别感兴趣、喜爱、想学、想

唱的内因。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规范

准确的发音、生动形象表达、声情并茂的

范唱、人格魅力的展示等手段，激发学生

学习声乐的动机。

第三，通过适当鼓励，强化学生学习

声乐的动机。激励是学习进步的武器。好

学生都是夸出来的。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

的点滴进步，尽可能用热情的态度、肯定

的手势与激励的话语鼓励学生，不要总是

这样那样地专挑毛病，逐步树立学生歌唱

的自信心。当学生受到教师表扬就增强了

自信心，有了自信心就会强化学习动机。

第四，通过因材施教，引导学生学习

声乐的动机。学生生活环境不相同，生活

经历有区别，理解能力有高低，个性差异

必然较大。教师不能用一个标准对学生一

刀切。不仅要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学

习教学的教法，让他们看到与其他同学的

差距，而且还要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具体

实际创造独特的学习方法，达到教师与学

生相互促进的双赢目的。

第五，加强艺术实践，满足学生学习

声乐的需要。实践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

唯一标准。教师要鼓励学生多参加形式多

样的艺术实践活动。不仅要让他们在实践

中积累舞台经验，开阔艺术视野，增长表

演技能，适应演出环境，而且要让学生们

在实践中提高自觉、自找差距、磨练意志

与增强信心，从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二）培养浓厚兴趣

人的动机可以随时发生这样或那样的

变化，兴趣可以强化学习动机。兴趣是学

习积极性和自觉性的核心因素，是提高声

乐学习效率的必要前提条件。

第一，明确声乐学习目的，培养学生

的间接兴趣。兴趣可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

间接兴趣是指并非对活动本身感兴趣，而

是由活动的目的、任务或结果引起的兴趣，

具有稳定性特点。学生对学习产生了间接

兴趣就会表现出一定的自觉性。教师应对

学生进行学习目的、任务、社会意义等方

面教育，培养学生对学习的间接兴趣。

第二，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

特点和条件，因材施教，不要贪大、比难，

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循序渐进地选择一

些平稳的、音域跨度不大、易唱且适合学

生演唱能力与风格的作品，使人人都学有

所获，领略到成功喜悦，增强自信心，增

加兴趣。

第三，丰富声乐教学方法，引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新颖、好奇和疑问往往容易

促使学生产生一定的兴趣。一是养成学生

保持昂首挺胸演唱姿态；二是教育学生学

会声情并茂地朗诵；三是选择适合不同学

生特点的练声曲；四是恰当借用大自然中

自然景物。让学生在轻松自如氛围中体验

学习乐趣；五是形象具体的类比、生动传

神的夸张、形式多样的联想，也能增强学

生的兴趣。

第四，创设和谐教学环境，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声乐教学是一种师生情感交

流的双向互动过程。教师的良好教学态度、

准确声音示范、活跃课堂气氛，给学生创

造一个宽松、和谐环境；相反，过于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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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要求或过多批评，都会挫伤学生积极

性，催生自卑感，泯灭学生的表演欲望和

创造欲望。

第五，增强获得成功体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成功是兴趣的动力之一。

较小成功会引起兴趣；中等成功会增大

兴趣，较大成功会强化兴趣。教师要通

过课堂观摩、听音乐会找到差距；校内

比赛肯定学生学习上的进步；通过校外

比赛让学生体验成功喜悦，增强其自信

心，激发学习兴趣。

（三）深化学习情感

19 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者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说：“音乐能表现

一切各不相同的特殊情感，灵魂中一切深

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

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

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

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

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可知音乐是表

现情感的艺术形式，声情并茂是声乐教

师追求的终极目标。

第一，构建和谐关系，培养学生热爱

声乐艺术的感情。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学生是否能积极主动学习声乐，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对声乐艺术热爱程度。因此，

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师生地位平等、关系

和谐、氛围融洽，是培养师生情感的必要

前提。教师得体穿着、幽默语言、平易风

格，容易收到爱屋及乌效果。

第二，培养爱国情操，增强学生对

声乐艺术的成功体验。一是，教师要充分

挖掘现有教材中能增强学生爱国情感的内

容，将教材内容与学生实际有机结合，激

发学生家与国的情感；二是根据学生个性

特点，更新具有时代气息、切合学生生活

的素材，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三是精选

外国经典爱国主义歌曲，让学生体会不同

民族的爱国情感差异。

第三，结合作品背景，提高学生对作

品情感的把握能力。任何作品都是作者个

人对某一事物的情感抒发形式。因此，声

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是了解作者所处

的时代背景，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二是

深刻理解歌曲的思想内容，掌握歌曲的情

感内涵；三是分析歌曲的表现形式，揭示

歌曲的情感主题；四是探索歌曲的民族风

格，熟悉民族的地域特色。

（四）锻炼学习意志

意志是在动机与兴趣基础上产生的与

情感有机结合的一种稳定形式。教师可以

通过以下三种形式，锻炼学生学习声乐的

顽强意志：

第一，吃透作品的精华内容，让演

唱者身临其境。演唱一部作品如果演唱

者不能做到身临其境，就不能把握作品

的精华内容，不能表现演唱者对作品的

坚定信念，引起观众的强烈情感共鸣，

就无法打动观众。

第二，围绕作品的时代旋律，让演唱

者合理联想。英国音乐家 H·伍德指出：

“没有一个作曲家能准确地在总谱中标明

表演性格的全部细节。”因此，任何一部

作品对不同的演唱者来说都具有不可限量

地发挥余地。只有紧扣作品的时代旋律，

并展开合理有度的丰富联想，才能演唱出

不同风格。

第三，紧扣作品的情感基调，让演唱

者传神表达。传神表达需要演唱者的面部

表情与肢体表情动作的默契配合。要把握

好分寸十分不易。既不可故作姿态而矫揉

造作，也不可歇斯底里而无边无际，更不

可手舞足蹈而上下乱跳，要做到稳定之中

有合理动作，运动之中保持相对稳定。

（五）完善学习人格

人格是个人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的

气质、能力与性格等的总和，也是一个人

做人的规格。高尚的人格有力表现作品的

内涵。

通过合作教学，让学生掌握作品情感

的处理技巧。任何艺术都是内因与外因等

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必然结果。教学过

程中教师，一是通过齐唱、轮唱与领唱、

合唱等形式，培养学生学习声乐的合作意

识；二是通过教会学生与话筒、音响、

指挥、乐器、灯光、舞台等声乐元素的有

机配合，培养学生的声乐表现能力；三是

通过与听众的适度互动交流，培养学生的

声乐感召能力。

通过言传身教，丰富学生对作品情感

的表达形式。“亲其师，信其道。”融情

于教、以情育情是声乐教师的教学艺术。

只有热爱学生的教师，才能转化学生的消

极情绪，培养学生的健康情感。教师必须

了解学生、关心学生，理解和尊重每一个

学生，从“爱”字出发，以深厚的爱生之

情，高尚的情操、适宜的举止赢得学生的

尊重与爱戴，提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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