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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属于综合性学科，对于学生们多种能力的培养具

有直接影响，演唱者应该在演唱作品的生活高度重视思想

性、艺术性等的统一 [1]。歌唱思维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占据着

重要地位，可以让声乐课程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还能实现

学生们的全面发展。声乐教学中需密切重视学生们歌唱思

维的大力培养，要求教师积极的引导和鼓励，促使着学生

们可以自主分析，思考声乐中的歌唱思维。

高校声乐教学中，思维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非常明显，

因此应该重视歌唱思维的培养。不管是声乐教学还是舞台

演唱，思维都贯穿于全部过程，是演绎活动的重要指导。

声乐思维与其他思维存有显著差别，体现出独有的声乐艺

术，其形成和发展均是以普遍性思维作为条件，但是又与

普遍性思维存在着明显不同，所以被称作歌唱思维。

在歌唱思维重手分析，结合其自身的特征，可以将其

划分出不同类型，主要包含想象性思维、情感性思维以及

创造性思维、审美性思维。

教与学属于两个重要的活动，是通过师生的密切配合

实现共同目标，在通力合作中实现双赢的活动 [2]。教师的引

领可以让学生们受到启发，在强化学生注意力以及营造良

好氛围的过程中使得学生们获取知识，由此加深他们对声

乐的理解，督促其逐步养成学习习惯，充分发挥出主动性

和创造性，为歌唱思维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确保学生们

以全新面貌融入声乐活动中。

高校声乐教学中，除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外，他们也会

接触到抽象、不容易理解的声乐概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考验着他们的歌唱思维，如果教师不加以引领，势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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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们的声乐学习成果。教师应该通过正确的手段对学生们

进行引导，鼓励他们自主思考和分析，刺激他们的思维和意

识，使其在自主探究和摸索中精准把握声音状态和延长方

式，通过歌唱思维指导学习过程，取得更加理想的学习效果。

由此可知，歌唱思维的培养对于学生们的影响较大，在高校

声乐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认清歌唱思维的定位。

想象性思维对于学生们的想象力培养具有较大帮助，

教师需要从理解想象概念着手，确保学生们可以强化对现实

的感知反应，使得声乐学习成果更加显著。想象活动一般需

要外界的刺激，只有相应的刺激到位，才能使得学生们的脑

海中形成具体形象，在记忆中巩固想象性思维，不断地丰富

想象性思维体系。高校声乐教学中，想象性思维主要是演唱

者在演绎声乐作品时主动表现出的想象力，其可以结合情景

以及事物进行联系，在脑海中形成具体的意境。

声乐教学中，学生们自主创造的虚拟情境符合作品本

身，但是也融合了学生们的加工以及创造，属于一种新的尝

试和体验，对于学生们优化学习成果具有较大帮助 [3]。意境

及情感的结合，创造出心灵和事物等相互结合的艺术境界，

在这样的艺术境界中，学生们的声乐练习会更加到位，有助

于提高他们的认知，使其自觉感知到声乐作品的学习要领，

帮助他们深刻体会作品中的意蕴和深远内涵。

学习声乐的过程中，要求学生们重视自身的情感世界，

需要明确情感范畴的丰富性，促使着声乐作品的演绎更具魅

力。在概念上分析，情感性思维属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表达

方式，人类能够通过适宜的手段传递出自身观点，由此更好

地展示出面部表情、身体动作以及声调身段等。高校声乐教

学中，情感性思维的培养是重点内容，学生们可以通过声乐

作品直接或间接的展示情感体验，保证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明确科学的演绎方式。情感性思维属于有意识的定向性思

维，通过外界的针对性刺激，便能顺势表现真情实感。

情感性思维的源头以及基础就是演唱者对声乐作品的

解析，这属于客观作品以及演唱主体共同作用的最终结果。

情感爆发的过程中，能够让演唱者进一步理解作品本质，使

得原有单一固化的演唱模式转变为极具生命力的演绎。演唱

者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思想情感，同时又能品味到作品中展示

出的内涵，确保演唱者可以全身心投入到音乐世界，完成对

作品的精准演绎。高校声乐教学实践中，发声练习属于最为

基础的任务，同时也是学生们深感枯燥和乏味的环节，需要

重视学生们可能出现的厌学情绪。

为了避免相关的情况，教师需要重视教学质量的提升，

在教学活动的开展中可以适当融入极具影响力的曲目，让学

生们融入全身心的情感练习声乐，保证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情

感性思维。练习曲可以让学生的情绪得以带动，通过教师们

的合理引领，促使着学生们的情感有所迸发，使其在情感感

染后主动投入练习声乐曲目。

高校声乐教学中，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是关注焦点，

当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得以树立，教师应该尊重其新颖和独

特性，肯定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并适当巩固。在相关的实践

中，创造性思维的存在可以揭露事物本质，同时还能开展一

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激发演唱者对作品的二次创作热情，

使得声乐作品的内涵更加丰富。创造性思维也能加深演唱者

的理解，展示出独特的创作思维，使得他们的艺术个性展示

得淋漓尽致，赋予声乐作品新的时代内涵 [4]。

在学生学习初期，想要实现创造性发展目标难度较大，

只有在全面解读声乐作品的基础上，才可更好的拓展思考空

间，实现创造性开拓目标。声乐学习阶段，应该明确初期的

模仿众多，要求学生们积极的关注自身创造性，展示出自身

自主性思维，通过教师的合理引导，实现对声乐作品的反复

揣摩，多掌握不同的演唱风格，给声乐作品赋予新活力。

结合美学特征分析，需要重视声乐艺术中的审美性思

维培养，根据学生们的实际情况，让学生们具备审美意识。

声乐借助于相应的演唱技巧传递出美的声音，通过相应的旋

律，给听众一种高雅享受，由此凸显出声乐艺术价值。不同

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审美认知，所以教师应该在声乐教学中关

注各种差异性因素，在歌唱思维的培养基础上，抓住机会培

养学生的审美性思维，使得学生们可以强化学习声乐的能

力，同时巩固审美理解，不断提高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

在声乐教学中，歌唱思维的培养是重要内容，属于基

本的教学任务之一。要求高校声乐教学抓住相应机会，大力

培养学生们的歌唱思维，使其逐步巩固审美性思维、创造性

思维、情感性思维和想象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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