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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音乐理论家冈巴里约说：“音乐是用
声音思维的艺术。”小学音乐课堂中多声部歌
唱教学愈来愈受到重视，然而，在日常教学中，
多声部教学还是有难度，学生也存在着唱不
准、唱不好、不爱唱的现象。

在音乐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发挥学
生的思维活动，尊重思维形态的特点与规律。
引领学生激发音乐思维，促进学生更深入、全
面地理解合唱，体会演唱多声部歌曲的乐
趣，感受和声之美，从而提高音乐素养、与人
合作的能力。笔者尝试在多声部歌唱教学实
践中，调动学生的思维活动，设计多样性教学
环节，以期发挥不同思维形态的特别作用，促
进学生歌唱、聆听能力的提升，提高学习效率
与效果。

一、发展动作思维，夯实歌唱基
本功

音乐教材中出现多声部歌曲是在三年级，
但对于多声部歌唱教学，笔者认为从一年级开
始就应该做好基础性练习。这一阶段，首先要
打好歌唱的基本功，在歌唱基础训练中，发挥
学生的动作思维，因为动作思维是低段学生的
主要思维活动。

1.热身体操，加强气息
在歌唱课前，可以设计3分钟左右热身操，

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状态，锻炼他们的气息控
制能力。对于低段学生，动作的辅助能让他们
更好地理解如何正确呼吸。比如游戏“打气
球”，学生模拟打气筒给一个大气球打气，手部
做打气的动作，嘴巴配合手部动作发出打气的
声音。在这个活动中，学生通过手臂拉伸，感受
气息的长短、强弱。教师可以对“打气筒”提出
多种要求，例如快速有力地打气、慢速稳定地
打气等。这些要求其实是以需要达到气息的强
弱控制等目标而提出的，用具体动作替代语言
要求，在动作思维的配合下，使学生逐步提高
气息的控制能力。

2.律动走步，稳定节奏
达尔克罗兹指出：人具有天生的节奏本

能，要以听音乐和身体运动为手段，唤醒儿童
天生的音乐本能。节奏是表现音乐的基础，然
而学生经常出现赶拍子、拖拍子、节奏不稳定
等问题，其实都是缺乏稳定拍感的表现。体验
感受稳定的节拍律动是培养学生节奏感的重
要准备和基础。稳定拍的建立是节奏能力培养
的起点。可以通过身体声势游戏，练习四二、四
三、四四拍这三种基本稳定拍。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让学生通过走步的形式体会，先在原地
演唱熟悉的歌曲，同时手拍稳定拍，然后加入
手脚同节奏的走步运动，学生在教室内按照稳
定节奏自由行走，教师则用乐器进行指挥，等
学生熟练掌握后，可以尝试手脚分离节奏，例
如（图1）脚步走稳定的拍子，手拍其他节奏，并
逐步提高难度。这样的律动一定是在音乐环境
中，将听觉与动作思维相结合而进行的，学生
的掌握程度会有差异，但只要日积月累，细水
长流，一定会有所成效。

二、丰富形象思维，感受和声之
美妙

多声部歌曲，创造出和声的美妙与和谐，
带给人美的愉悦和享受，更在心灵与心灵之间
产生相互共鸣，这种美好的体验，需要形象思
维去感受。形象思维是人的本能思维，依靠表
象去解决问题，音乐形象思维是指凭借在大脑
皮层留下的听觉表象进行感知、想象和情感活
动的思维方式，是对音乐内容的情感体验。形
象思维与动作思维一样，是中低段学生的主要
思维形式，在音乐教学中，运用形象思维，可以
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帮助他们积累音乐
基本要素的表象，从而增强对音乐的情感体
验，提高音乐学习能力。

1.角色扮演，明确声部
对于刚开始接触二声部演唱的中低段学

生，一开始会较难理解声部之间的配合，有的
学生更会因为怕被其他声部带跑调而捂上耳
朵唱。对于这样的情况，在教学中，可以用声部
角色扮演的方式，帮助学生体验感受。例如：
《顽皮的杜鹃》一曲，在学唱这首作品时，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预设两个角色：高声部的同学扮
演小主人公，演唱主旋律；低声部的同学扮演
林中的布谷鸟，演唱清脆有弹性的“gu gu”
声，两个角色在情绪、音色上有区别，同时要互
相倾听，相互合作，用歌声营造一个有趣的林
间和谐景象。

2.色彩比拟，感受和声
多声部歌曲的魅力在于具有交响性，交响

性的关键在于和声音程的丰富变化。但中低段
学生对于和声的概念是空白而模糊的，教师在
帮助学生了解和声的时候，可以用色彩进行比
喻，帮助学生感受不同音程的个性特点。例如
大三度和谐且富有活力，是大红色的；小三度
则暗淡柔和，像粉红色……对于低段学生，教
师还可以用更形象的比喻，例如大三度像精神
抖擞的运动员，小三度像娇羞的小姑娘等。当
然，每个人对音乐的体会是可以不同的，教师
一定要鼓励学生多聆听，激发听觉表象下的形
象思维，进行丰富想象和深切感受。

三、提升抽象思维，优化曲谱多
途径

随着多声部歌唱教学的推进，中高段学生
已逐步积累合唱经验与和声知识，可引导学生
理性地分析乐谱，并尝试自己创编二声部。对
教材歌曲进行声部创编，不仅丰富教材歌曲中
的多声部作品，还可以使作品的难易程度更贴
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使班级合唱的教学更加实

际有效率。这个阶段的学习，就要发挥抽象思
维的作用。抽象思维是依赖概念、判断和推理
的形式解决问题的思维。音乐抽象思维，是对
音乐本质规律的分析。音乐是感性的艺术，但
在音乐形象构成中，折射出音乐逻辑性，这些
逻辑性，不仅包容着音乐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更是学生接近音乐、理解音乐、创作音乐不可
缺少的思维过程。

1.梳理乐谱，理解结构
中高段的歌曲作品较低年级的作品而言

要更丰富复杂，音乐的结构不再是由几个乐句
组成的一段体。因此，要让学生更深入了解音
乐作品，理解其中的内涵。例如合唱曲《春雨蒙
蒙地下》，这是一首经典的合唱小品，其旋律优
美质朴，带给人盎然生气。全曲始终围绕着春
雨的沙沙声，清澈明亮的童声演唱表现了大自
然的质朴和纯净。教师首先应该让学生明确乐
曲的结构：第一段+第二段+尾声，从和声色
彩、情感晕染、声音处理等方面比较每个段落
的不同之处，从整体上把握歌曲，建立理性概
念。有了这样的准备，学生能在演唱中更好地
理解作品，并在歌声中融入自己的思考，使歌
唱情感得到升华。

2.认识和弦，创编旋律
多声部歌曲的学唱，是一种综合音乐素养

的学习，特别要强调对和声音程的认识与感
受。在中低年级时，要让学生多聆听，感知和声
音程，到了中高段，就要从抽象思维的角度，帮
助学生以理性的角度分析这些和声音程的规
律，并认识几种常用和弦，以这些和弦作为基
础，鼓励学生为学过的歌曲编配二声部旋律。
和弦的学习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情况进行，
不要一味灌输，或追求过于复杂的和弦编配。
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分解演唱和弦的方式认识
和弦。例如：

唱准唱熟这首小曲子，可以帮助学生认识
并记住三种基本和弦的音高。第二步就是合唱
和弦音，以多声部合唱的形式，演唱和弦长音，
这一步是建立在学生有稳定准确的音准演唱
能力下进行的。当学生对和弦建立了基本概
念，并有能力唱好和弦长音后，可以尝试着进
行创编旋律了。以学过的歌曲作为例子，在教
师的指导下，根据和声规律，在曲谱中标出每
小节的和弦级数，然后由学生进行自主创编，
可以是柱状和弦，也可以是分解和弦。鼓励学
生逐步深入音乐实践与创作，同时也提高了学
生的音乐素养 。

思维是一种习惯，在多声部歌唱教学的过
程中，除了培养学生的艺术技能与理论知识
外，更要培养好的思维习惯，从学生的年龄特
点出发，发挥多种思维形式的特点，帮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思考，学会学习为多声部歌
唱教学注入思维教学，让歌声真正充满生命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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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思维的翅膀，让歌声飞翔
——小学多声部歌唱加强思维教学的实践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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