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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与“和”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  卫君 

 

一、问题的提出 

童声合唱团的合唱训练是一个非常耗时又有一定难度的工作，作为一名合唱

团指挥，面对五六十位、甚至更多的中小学生，如何使他们每一个人的歌唱能合

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和谐的团队，这是合唱团训练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

以“合”与“和”作为团队训练的阶段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实践。 

二、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与“和”的含义与关系 

（一）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与“和”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合”的解释是：结合到一起；凑到一起；共同（《现代

汉语词典》第 451 页）。合唱是由若干人分几个声部共同演唱一首多声部的歌曲，

因此童声合唱团训练中的“合”主要指合唱团初建时期，各个声部及团队成员之

间互相磨合、互相熟悉的过程中达到的在声音上、认知上、情感上的初步统一。 

现代汉语词典对“和”的解释是：和谐——配合得适当和匀称，和声——

指同时发声的几个乐音的协调的配合（《现代汉语词典》第 454 页）。童声合

唱团训练中的“和”即是指合唱团声部之间、成员之间互相协作、默契配合而表

现出的在声音上、认知上、情感上的高度统一。和谐是一支成熟的合唱团所追求

的最高境界。 

   （二）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与“和”的关系 

 1、系统性 

在童声合唱的训练中，合唱“合”与“和”的训练是成一个系统的，它们之

间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组成了一个整体，具有科学性、系统性。 

 2、递进性 

童声合唱团训练中的“合”与“和”的目标之间是递进的，“合”境界的训

练是“和”境界训练的基础，“和”境界的训练是“合”境界训练的发展、升华。

它们相互促进，逐步提升。 

3、目标一致性 

一支童声合唱团从组建到成熟，必定经历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发展，会

存在不同的演唱境界，童声合唱“合”与“和”的训练，是根据团队发展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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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和状况而选择实施的。无论是“合”还是“和”，它们在目标上都追求合唱

团整体在声音、认知、情感方面的协调性。 

三、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的实施 

正如学生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团队的成长更是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童

声合唱团训练初期，追求团队不同声部之间、同一声部内声音的相对整齐、协调

也就是“合”比较重要，从而为合唱团达到“和”的境界奠定基础。 

（一）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的内容 

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的内容包括“情感上的合”、“认知上的合”、“行为

上的合”三方面。 

1、情感上的合：学生喜爱这歌曲，乐于歌唱，乐于合作。 

2、认知上的合：学生理解这歌曲的意义、意思、意境；理解这歌曲的音律、

音程、音调、音阶；理解这歌曲的几个声部之间的关系等。 

3、行为上的合：学生音准上的合，音色上的合，音量上的合，声部上的合

（声部间的平衡）等。 

（二）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的实施程序 

少年宫合唱团的学生来自于全区各中小学校，年龄跨度较大，学生们的演唱

水平、音乐素养、认知能力、音色特点以及对音乐的感悟能力各不相同，因此，

在合唱团的训练中教会学生“合”，体会“合”的重要性，是提高合唱团员素质，

提升合唱团能力的有效途径。 

1、情感上的“合”  

    （1）富有兴趣，才有情感上的“合” 

童声合唱团训练的过程有时是十分单调、枯燥的，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疲

倦的心理, 活动的实效性不高。因此，训练初期要关注学生参与合唱团活动的兴

趣培养，只有对合唱活动产生了兴趣，才能促进学生更加自觉主动的参与。我在

平时的合唱作品排练中，会借助一些优秀的视频，让学生在看看、听听、讲讲中

解决一些歌唱中的知识点或难点；我还会在合唱排练中，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

方法，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分组、分层、分不同的演唱形式等，适度的发掘学生的

潜能，让他们做老师、做组长、做领唱，来调节学生的心理状态，激发学生歌唱

的积极性和热情。 

（2）喜爱作品，才会情感上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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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声合唱团的排练中，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有特点的合唱团演出的作品

让学生观看、聆听、演唱，还可以选择一些适合合唱团年龄特点、演唱能力范畴

之内的或根据一些通俗歌曲改编的不同风格的作品，让学生在欣赏、演唱的同时，

与学生一起分析作品的背景、思想、情感等，帮助学生深层次的理解作品的内涵。

比如：在欣赏小荧星演唱的合唱作品《叫卖小调》时，我通过视频带领学生走进

上海石库门弄堂，了解老上海的风土人情，知道不同的叫卖场景，体会其中的意

境，从而辨别用怎样的音色、声音来演唱作品，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才能更能

深刻体会作品的情感，才能将作品蕴含的意境更加准确的演绎出来，这样的合唱

才具有魅力，才能将观众吸引，才能引导学生在演唱中做到情感上的统一、融合。 

    （3）学会合作，才能情感上的“合” 

    合唱是集体性的声音艺术，有别于其他的演唱形式，需要相互配合、团结协

作。在童声合唱团组建训练的时候，要教会学生在演唱中尽可能的合作。比如在

合唱作品《南泥湾》的演唱中，其对声音的要求与独唱不一样，要注意辨别合唱

的音色特点。合唱讲究声音的和谐，要求各声部之间互相协调统一，音色融合、

优美，即俗话说的“声音要抱团”。这就要求演唱者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大

声喊唱突出自己，节奏不能“赶”或“拖”，换气的点要一致等等。将自己的声

音融于集体，讲究的是合作；将合唱的声部做到平衡，讲究的也是合作；将合唱

作品的处理轻响有致、富有层次，讲究的又是合作，让学生感受到合唱中处处体

现着合作。 

2、认知上的“合” 

在演唱训练中，要根据学生的领悟能力及状态, 帮助他们体验作品、感受作

品, 促进学生的情感与作品的情感有效的融合在一起，并内化成自身的感受，将

其更加准确的表达出来。在合唱作品《七子之歌——澳门》的排练中，我让学生

回家收集有关澳门的历史资料在课堂上介绍，了解澳门被帝国主义侵略，领土主

权被割让，体会失去母亲的孩子渴望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情感。又通过对作品

的聆听，感受作品主歌部分和副歌部分的旋律特点，理解歌词所表达的意境，体

会澳门同胞要回归的强烈愿望。当学生听到结尾长音“亲……”时，情不自禁的

随着音乐节奏陶醉的进入歌曲的意境，在不知不觉中领略了歌曲的美感。从中既

得到了音乐美的享受，又在演唱中，使情和声得到了有机的“合”。 

3、行为上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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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声合唱团训练中，有了与他人合作歌唱的主动意愿及对歌曲本身有了较

好的理解之后，就要引导学生通过声音将合唱作品表现出来，在音准、音色、音

量、声部之间体现出“合”。 

（1）音高的“合”——协和 

在童声合唱训练的诸多方面中音准训练是最为重要、最为困难的训练内容。

音准是音乐表现的基础，是合唱团做到协和、统一的重要保证，好的音准来源于

基础训练。在平时的合唱训练中我是通过视唱练耳入手，让学生从听辨单音、音

程开始，逐步进入和弦的听辨，并进行和声连接练习。从单声部的视唱开始慢慢

加入二声部或三声部甚至更多声部的练习，逐渐培养学生听辨音高、演唱音高的

能力。其次，作为指挥，要明白音准与歌曲的速度、力度、情绪、音域、转调等

的关系，因此，在合唱作品演唱时我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提醒学生进行演唱。如：

在演唱强音的时候，我会提醒学生避免用力过度、气息过多使音偏高；在演唱弱

音时，避免气息过浅，使音变虚、变低等。再次，音高与歌唱的状态、发声的位

置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练声及演唱排练时，我就引导学生用统一的位置、积极

的状态歌唱，每个声部在单独练习与合作排练时都是如此，这样学生们演唱的音

准好了，声音也就协和了。 

（2）音色的“合”——统一 

音色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特有的，由于各不相同，再加上每个孩子受过声乐

训练的程度不同，所以要做到整个童声合唱团的声音和谐、统一，就需要有良好

科学的训练方法才能达成。要做到音色统一，我经常会用哼鸣、U、lü等母音练

声，让学生找头声共鸣来进行歌唱，还让学生在吸气时把眉、眼、口、鼻、嘴等

积极调动起来，打开喉头，放松下巴，以打哈欠的感觉自然的进行歌唱。再次，

在多声部的合唱中，我会要求学生从高位置的轻声演唱中学会聆听，学会声音相

互靠拢，以求得声音的集中、统一。 

（3）声部的“合”——平衡 

在童声合唱训练中，声部统一是合唱整体均衡的基础。它要求合唱团的每一

位学生，在自己声部里的音量、音色等与其他同学保持相对合理的关系。在演唱

中明确自己担当的责任和地位，突出共性，去其个性，从而达到和谐完美统一。

在排练中，我要求音量过大的学生收小些，音色过亮的学生改变发声位置，靠里

唱些，把棱角磨平；在演唱时，还要求主旋律突出些，次旋律稍轻些，让歌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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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层次感；在训练时更注意培养学生的多声部听觉，要求学生在管住自己声部的

同时还要学会聆听与其它声部间构成的和声效果，慢慢体会个体与个体的相互关

系，既整个合唱声部与声部的相互关系，自觉地与其他声部平衡。 

四、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和”的实施 

    在童声合唱团的训练中，随着演唱技巧的逐步掌握，学生们从稚嫩慢慢走向

成熟，从被动到主动，从要我唱到我要唱，大家逐渐体会到了合唱的魅力，开始

享受从“合”到“和”的过程。 

（一）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和”的内容 

 合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毋庸置疑，就是感动人。所以，我们必须确立一个

目标，也就是“和”教会学生用心来体验，用心来歌唱。 

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和”的内容包括“声音的和”、“声情的和”、“声心的和”

三方面。 

1、声音的和：学生音色的和，音量的和，声部的和。 

2、声情的和：学生歌唱感情的和，对作品歌词感情的和，对合唱曲调感情

的和等。 

3、声心的和：学生唱歌的心和，对团队的心和，对合唱的心和。 

（二）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和”的实施程序 

合唱是一种集体的声乐艺术，它以统一和谐的声音，抒发一致的情感，表达

共同的意志，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这种在声音、情感、心理方面的高度

和谐是一支优秀的童声合唱团所不断追求的目标。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我尝试从

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对团队进行训练。 

1、“声音的和”的训练 

要达到各个声部之间、声部成员之间声音配合默契，高度协调，要注意培养

学生认真主动地去聆听别的声部或其他团员的声音，并根据歌曲演唱的需要调整

自己的声音。我所带领的少年宫区级学生合唱团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断发展、

不断进步，从刚起步时合唱团的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歌唱，各声部间有些学生音准

能力也不是很稳定，造成了合唱声部间不是很协和、平衡的情况，发展到现在的

合唱团学生能做到演唱较复杂的四声部以上的作品。首先，我认为学生在视谱及

音准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其次，在合唱排练中，我发现学生们的耳朵变得灵

敏了，学会聆听了，他们会自觉的提醒声音冒在声部外的同学，调整自己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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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集体中。他们会根据不同风格的歌曲，调整不同的音色进行演唱，如：在演

唱江苏民歌《茉莉花》时，学生们会用明亮、清透靠前的音色来演唱；在演唱外

国作品《美好的前途》时，学生们会改变发声位置，让喉咙打开，声音靠里竖起

来演唱。同时在作品中，用不同的音量加以处理，使歌曲有层次，声音更和谐。 

2、“声情的和”的训练 

情与声、技与艺是歌唱艺术中血肉相关的两个部分。情乃歌之魂，歌系情之

本。“声情的和”也就是要“声情并茂”，不仅声音和谐，更要能用声音很好地表

现出歌曲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从而去感染他人。在合唱作品《大海啊，故乡》

的演唱中，学生们通过有感情的朗读如叙家常的歌词，体会借助对大海的思念与

赞颂，抒发人们对哺育我们成长的故乡和祖国的热爱之情。在歌曲旋律的衬托下，

配乐朗读歌词，更体会了歌曲流畅舒展、优美动听的旋律特点。当学生们朴实无

华的演唱歌词“小时候妈妈对我讲”时，使我感受了那份质朴与深情，因此，运

用恰当的语气、语调、语势与歌曲的旋律紧密地结合起来，能正确地表现出歌曲

的思想情绪，从而达到声音和感情上的和谐。 

3、“声心的和”的训练 

     童声合唱团“和”的最高追求就是“声心的和”，每个孩子都非常热爱合唱，

热爱合唱团，享受合唱，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陶醉其中。少年宫合唱团的学生来

自四面八方，因为喜欢，他们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坚持来；因为他们意识

到“合唱团里没有我只有我们”，所以才唱出最动听的歌，唱出最美丽的和谐乐

章。在平时的合唱训练中，我不仅让学生学会用最美的声音演唱歌曲，更让学生

体会在合唱中与他人的配合与合作，学会做人的道理。在合唱团的训练中，学会

关心、学会分享，感悟团队的快乐，真正做到声音与心灵的和谐。 

五、童声合唱团训练中“合”与“和”实施中注意的问题 

（一）注意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与团结协作精神 

童声合唱团六、七十人要做到音准、音色、音量统一、声部间平衡等等，没

有强的集体观念、团队互相配合协作精神是完全做不到的。在团队训练的过程中，

要注重渗透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识，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注意教育学生认识合唱（共性）与独唱（个性）关系 

在合唱排练中，我要求学生把独唱（个性）、合唱（共性）的差异矛盾与对

立统一的关系处理好。既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学生的嗓音特质、个性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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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又引导学生认识合唱艺术的特点，主动融入团队。 

（三）注意教育学生既要争当主角，又要愿当配角 

合唱排练中，无论是“合”还是“和”，都强调团员之间、声部之间的互相

协作与配合，引导他们既要争当主角，但又要愿当配角，衬托他人；既要自我表

现展示，不断赶超，又要融于团队，形成合力，处理好领唱、合唱的关系，处理

好个人与团队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