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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教学是教师教授美的过程，对于儿童来说，学

习声乐不仅会唱歌，而且还可以提高自身的表现力，对

于美的创造力和欣赏力。与学习乐器相比，声乐学习更

加灵动，不那么枯燥，而且不用过多的投资，可以更加

直观的感受到孩子气质、形象、性格等的变化。因此越

来越多的家长为孩子选择声乐学习。但是声乐学习较为

系统和复杂，不同年龄和时期的学生运用的技巧不同，

特别是儿童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是日后成功的关键，

要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系统的培养学生，从而使儿童能

够具备扎实的歌唱技巧，对于声乐演唱产生浓厚的兴趣，

并且可以根据儿歌的风格进行情感的表达。儿童学习声

乐存在着最佳时机，有利于技巧的培养，但是也存在不

适合的时机，需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因为教师不够细致的教学导致现今儿童声乐教学中

存在一定问题，阻碍了儿童教育的发展，这是教师们应

该认识到的问题，也需要不断的改正，从而运用科学的

方法进行教学。

一、儿童学习声乐的最佳时机

声乐是通过声音展现美的过程，对人体的生理机能

要求较高，对与儿童来说，最适合的学习时机为 7 岁以

上，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一般能够明白来说的话，可

以加入技巧，能够独立的学习发声，并且可以控制身体

的各个机能，从而让它们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做到协调

统一。在这个年龄的儿童对于美也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和

创造能力，而且这个时候学习一般可以坚持的时间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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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如何歌唱，而且还是培养他们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审美能力以及表现能力，从而开发大脑，形成发散式思维，提

高创造能力。但是由于现今教学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儿童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极其不利，需

要得到教师的重视，也需要不断的完善，从而更好的培养新生力量。本文首先针对儿童声乐学习的最佳时机进行介绍，

其次对现今在儿童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最后结合多年所学提出儿童教学的方法，为日后的教学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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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但是家长一般都在孩子4岁左右让孩子学习声乐，

这个时候的孩子身体器官还属于发展期，喉咙、声带、

胸腔、呼吸系统、腔体等等都没有发育健全，而且对于

教师的语言也不是非常能理解，因此这个时候，教学的

侧重点在与音乐感觉的培养，而不是技巧的培养，如果

急于求成，过分追求技巧的学习和训练，会对于儿童的

身心发展十分不利，会阻碍以后的学习，也不利今后的

发展，也会让嗓子受到损伤。以上是理论的最佳时机，

我认为每个儿童的身体发展不同，在教学中也要根据他

们自身的特点进行教学，如果他们的声音不适合，那就

让他们演唱一些短小、浅显的儿歌，培养他们的乐感，

让他们知道怎么唱歌是美的就可以了，不能过分的要求，

从而使儿童丧失学习声乐的兴趣，对于他们自信心的发

展极其不利，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他们的生理机能，

因此要因人而异选择最佳的学习时机。

二、儿童声乐教学存在问题

1、盲目的教学

盲目的教学是儿童声乐教学常见的问题，在收到一

个学生的时候，老师没有分析学生的特点、性格、嗓音

条件等等，就直接进入教学，本身儿童还不知道什么是

声乐的时候，老师已经开始教授专业的知识，会让学生

产生害怕的心理。而且还有一些老师没有让学生进入学

习的轨道，就开始讲什么是腔体、气息、共鸣等等系统

专业的词汇，让学生非常懵懂，这样不利于日后的学习。

在教学中不因材施教，不制定教学方法是不行的，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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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进行教学必须要有针对性的根据儿童的特点，身

体条件进行歌曲的选择，并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进

行技巧的训练，这些都是教师在教学之前需要考虑的。

盲目的教学会使儿童失去对声乐学习的兴趣，也会使学

生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声乐学习是系统的、

科学的，是具有一定的程序的，要根据学生的不同而进

行教学规划和部署，从而提高儿童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

力，让他们真正意识到学习声乐是一件让自己非常快乐

的事，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表现自己。

2、技巧训练过早要求过高

儿童处于 4 ～ 6 岁正是玩乐的年龄，他们对于声乐

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奥，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在唱歌，而这

个年龄段的孩子身体的机能都没有健全发展，喉咙是成

人的一小半，胸腔能够容纳的气体也少的可怜，歌唱一

般就知道用嗓子来唱，他们也不知道丹田在哪，就更不

可能知道什么叫丹田给力。这个年龄的孩子学习声乐是

为了陶冶情操，培养创造美的能力，而加入技巧的训练

是不可以的，不仅不会提高他们的演唱能力，而且对于

他们嗓子也有一定的损害。在教学中，总会有这样的老

师出现，说为什么我教他运用丹田给气他不会，让他用

胸腔呼气他不知道，告诉他这是民族歌曲要演唱要具有

民族风韵，我觉着这样的老师是非常失败的。对于儿童

怎么能要求这么多，他们处于成长期为什么不给他们提

供陶冶情操的课程，让他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从而慢

慢的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但在儿童的教学中总是会

出现教师对于儿童的技巧训练加入的过早，并且要求的

过高，有时候家长也会对此要求，我认为作为教师要及

时与家长沟通，不宜急于求成，从而要顺其自然，换一

种教学方法进行培养，效果可能会更好。

3、过分强调气息的运用

我们知道气息是声乐演唱的根本，是控制歌声抑扬

顿挫的手段，需要对于气息有所训练，对于儿童来说它

的训练是可以加入的，但不是非常系统，而是较为浅显

的，让他们感受呼吸是怎样的。但是就有很多教师在教

授儿童的过程中，总是反复强调气息的运用，让学生一

头雾水，过分紧张，导致一到呼吸乐句的时候，越不知

道怎么换气，越不知道怎么演唱，从而使产生一定的心

理负担，害怕歌唱，惧怕歌唱，最后产生逆反的心理，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厌学，对于日后的学习和发展极其

不利。我认为在教学的过程要根据儿童的特性制定呼

吸的训练方法，并且在教学的过程，教师要运用生动

形象的语言去打动学生，并且启发它对于呼吸的概念，

及时给予鼓励，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呼吸方法，并且对

于歌唱充满信心才是教学的根本目的。对于教师来说儿

童教学要比少年或者青年更加重要，一是儿童是基础，

二是他们身体机能还在发展中，不能过分的要求儿童，

从而对他们的身心发展也不利，这种教学常见问题需

要及时遏制。

三、儿童声乐教学的方法

1、兴趣的培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儿童处于成长期，对于事物充

满着好奇，做为教师要想更好对他们进行教学，就需要

培养他们学习声乐的兴趣，有了兴趣才能对声乐产生热

情，才能持之以恒的进行学习。喜欢演唱是每一个儿童

的天性，如何把这种天性发挥到极致是儿童教学中教师

应该考虑的问题，因为学习与自己演唱的概念不同，有

时候会让学生有束缚的感觉，而且没有练习技巧他们会

产生厌倦的心理，那么就需要教师对于学生进行兴趣的

引导，可以为他们选择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歌曲，还可以

加入一些启发式的教学，如看看动画，学学动物等等，

从而让对于歌唱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儿童教学中教

学语言不宜太难或者太专业，要运用浅显易懂，生动活

泼的语言进行讲解，让儿童更容易接受，也让他们喜欢

老师，从而喜欢声乐学习。兴趣的培养是教学的前提，

一个老师的成功与否与教学方法离不开，而我认为第一

项的教学方法就是兴趣培养，只有培养了儿童的兴趣，

儿童才能发挥创造力，对于歌曲进行二度创作，从而使

他们形成良好的歌唱能力。

2、因材施教

儿童教学最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因材施教，因为不

同的儿童性格特点不同，如果没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那么就会使学生千篇一律没有个性，而且也会他们对于

学习没有浓厚的兴趣，如性格内向的学生，如果开始就

给他选择欢快的歌曲，他会接受不了，展现不出歌曲的

意境，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于他多面的培养要循序渐

渐，有针对性的，在他对声乐产生兴趣之后，在丰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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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风格，从而让他多面的发展。在教学的过程中，会

发现每个人的领悟力不同，在歌曲的学习速度上也都不

同，这时就需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和能力

进行安排，从而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提高自身的能力。并

且因材施教还可以使学生提高学习兴趣。那么如何因材

施教，在教材的选择上要多下功夫，儿童因为还在成长

阶段，因此很多的不宜演唱过于高音的歌曲，要以儿童

歌曲为主，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进行歌曲的选择，并

且教授他们如何运用表情，从而让儿童的表现力增强，

让他们真正的爱上声乐演唱。

3、技巧的训练

因为儿童年龄较小，对于如何控制身体器官还不是

很了解，因此在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要运用语言给予启

发，让他们从生活中找方法，从而更好的让他们了解，

充分发挥想象力使身体的各个器官和谐统一。在教学的

过程中要针对发生、呼吸、放松、咬字、吐字、表现能

力等技巧单独训练，让学生知道都是什么意思，从而形

成一定的概念，在技巧的安排上以自然为主，保留儿童

天真甜美的声线，在高低区达到声音、位置的完美结合。

对于呼吸要注意培养学生运用正确的呼吸，可以用打哈

欠、狗喘气、吹蜡烛等等的日常生活中的感觉进行培养，

从而让学生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呼吸，还可以调动学生

的兴趣。咬字吐字方面要让学生知道唱歌与说话不同，

咬字要字正腔圆，韵母和声母的展现要有区别，利用舌、

唇、颚、喉等技巧进行声音的控制，在演唱抒情歌曲的

时候要注意曲调柔美，声线要处理的舒缓，在演唱欢快

的歌曲时，演唱要注意曲调活泼，声线要跳跃。技巧不

要太刻意去训练，以自然为主。

4、审美能力的培养

在儿童教学中，教师要注意给儿童自由发展的空间，

让他们形成自身的个性，对于歌曲的评判能力，着重发

展他们的声音个性，并且还要着手训练他们的声音美感。

所谓美感就是人们对于审美对象审美后所产生的一种愉

悦的体验，对于儿童来说，因为年龄较少他们还没有对

于美有什么思维上的定式，这就需要通过儿童教学来培

养他们这种能力，这样会促进儿童的思维发展和直觉发

展，从而使他们内心开始逐渐形成对于美的分析能力。

儿童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通过电视、舞蹈、朗诵、表演、

唱歌当中获得美感，而逐渐形成个性，而因为人们特点

的不同，形成的个性也都不同，在儿童声乐教学中，要

对儿童的这个个性进行培养发展，从而使儿童不是机械

的歌唱，而是更好的运用自己情感和能力进行歌唱。提

高审美能力有助于日后的生活和学习，对待人和事物的

态度，以及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更好的发展，加强人

生观和世界观的正确引导和培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教学对于教师的要求和考验较大，

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完善自己，并且针对儿童的身心

发展制定学习目标和策略，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学习声乐的热情，并且

最终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儿童的教学是声乐教学的根

本，是打下良好的基础的开端，必须得到重视，才能为

日后发展声乐教学做贡献。面对存在的问题教师要不断

的思考总结，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从而不断创新

自身的教学理念，制定一套严谨、科学的教学方法，从

而不断的深入儿童的声乐学习，提高他们对于声乐的认

知，也让自身的技巧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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