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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ollege choir educ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self harmony and its cultivation mechanism,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llege choir education, covering fields such as music education, soci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choir education for emotion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harmony of college 
students, emphasizes its role in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proposes strategies such as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ors, curriculum system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school and social resources, and 
diversified choir activity desig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llege choi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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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合唱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培养
苏君

安养大学，韩国·安养 364-856

摘 要

论文探讨了高校合唱教育对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影响及其培养机制，分析了高校合唱教育的理论基础，涵盖音乐教育、社会
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等领域，阐述了合唱教育对大学生情感、社交和心理和谐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其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和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教育者角色与责任、课程体系优化、学校与社会资源整合与共享，以及多元化合唱活动设
计等策略，旨在为高校合唱教育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合唱教育；大学生；自我和谐；情感和谐；社交和谐

【作者简介】苏君（1987-），女，中国河北沧州人，在读

博士，从事艺术教育研究。

1 引言

随着社会压力增大，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而合唱教育作为一种集体艺术形式，既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

素养，又能够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目前，对于

高校合唱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关系尚未有深入系统地

研究。论文旨在探讨高校合唱教育对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影响

及其培养机制，以期为高校教育及心理健康管理提供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

2 高校合唱教育的理论基础

高校合唱的理论基础涉及多个领域，包括音乐教育理

论、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音乐教育理论认为，音乐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

而合唱活动则通过集体演唱的方式，培养学生的音乐表达能

力和审美情感。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合唱活动有利于增强

个体的集体意识和归属感，通过共同的音乐创作与表演，促

进团队合作与沟通，从而提升个体的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质

量。教育心理学角度认为，合唱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动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

而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高校合唱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多

方面的，既涉及音乐艺术本身的理论，又融合了社会心理学

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其在大学生自我和谐培养中的

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指导。在实际教学中，理论基础的深

入理解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设计合唱教学内容和方法，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

了理论框架和思路 [1]。

3 合唱教育对大学生自我和谐的意义

3.1 自我和谐的概念解析
自我和谐是指个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状态，

包括情感、社交、心理等方面的协调与平衡。在这种状态下，

个体能够感受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不同需求之间不存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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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而是相互促进、统一发展。情感和谐表现为积极的情感

态度和稳定的情感体验，社交和谐体现在良好的人际关系

和合作意识，心理和谐则包括情绪稳定和心理健康等方面。

在大学生阶段，自我和谐对于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心理健康

具有重要作用。合唱教育作为一种集体音乐表演活动，能够

通过音乐的表达与共鸣，培养学生的情感认知能力和表达能

力，增进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与共鸣，促进社交圈子的拓展

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同时也有助于学生释放压力、调节情绪，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3.2 合唱教育与大学生情感和谐的关系
合唱活动提供了一个情感表达的平台，通过共同演唱

音乐作品，学生能够体验到音乐的美妙与共鸣，从而促进情

感的释放和情感体验的丰富。合唱团队的集体性质培养了

学生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互动，学生在共同的音乐创作与表演

中建立起友谊与信任，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认知和理解。

合唱教育还通过音乐作品的选择和演绎，引导学生对不同情

感的体验和表达，促进情感的多元发展与平衡。合唱活动的

成功实践和集体成功的体验，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认

同感，有利于缓解情感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情感稳定性和

幸福感。合唱教育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情感交流与表达的机

会，还通过音乐的力量促进了学生情感和谐的发展，为其全

面成长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3.3 合唱教育与大学生社交和谐的关系
合唱活动以集体演唱为主，要求学生相互协作、配合，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能力。在共同练习和表演的

过程中，学生学会倾听、尊重他人意见，建立起良好的团队

氛围和合作关系。合唱团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社交交流的平

台，学生在共同的音乐创作和表演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信

任，扩展了社交圈子，丰富了人际关系。合唱活动还促进了

学生与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增进了彼此之

间的了解与沟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

合唱团体的成功表演和集体荣誉感的建立，增强了学生的自

信心和归属感，有利于缓解社交焦虑和孤独感，提升社交

适应能力和幸福感。合唱教育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社交交流

和合作的机会，还通过团队合作和集体成功的体验促进了学

生社交和谐的发展，为其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3.4 合唱教育与大学生心理和谐的关系
合唱活动提供了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学生可以通过

音乐的表达和共鸣来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从而缓解心理

压力，舒缓紧张情绪，增强心理健康。合唱团体的集体性质

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学生在共同练习和表演

中体验到团队成功的喜悦和自豪感，从而增强了自信心和自

我认同感，有助于减轻焦虑和抑郁情绪，提升心理平衡感。

合唱活动还能够激发学生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和追求，增强对

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希望感，培养乐观的心态和抗挫折能力，

有助于塑造健康的心理品格和稳定的心理状态。合唱教育提

供了一个和谐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

到温暖和支持，能够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情感支持体

系，增强心理安全感和幸福感。合唱教育不仅为大学生提供

了情感宣泄和情感体验的机会，还通过团队合作和集体成功

的体验促进了学生心理和谐的发展，为其全面发展和健康成

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2]。

4 基于合唱教育的大学生自我和谐培养策略

4.1 教育者角色与责任
教育者需要熟悉音乐理论和合唱技巧，能够有效地传

授给学生，并引导学生在音乐表达方面不断进步。例如，教

育者可以通过专业的声乐训练指导学生正确发声、掌握音准

等技巧，从而提高他们的合唱水平。教育者应该具备一定的

心理辅导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合唱活动中出现

的心理问题。例如，在合唱练习中，如果发现学生情绪低落

或焦虑，教育者可以与学生进行心理沟通，给予适当的心理

支持和鼓励，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教育者还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合

作精神，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团队合作练习，让学生互相协

助、互相支持，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合作。例如，教育者可

以安排学生分组合作排练一首合唱曲目，让他们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从而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合作意识。教育者可以设

计丰富多彩的合唱活动，如音乐比赛、演出等，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激情。例如，教育者可以组织学生

参加校内的合唱比赛，让他们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增

强自信心和成就感。教育者需要具备专业的音乐素养和教育

技能，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引导学生建立团队

意识和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从而促

进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全面发展。

4.2 合唱教育与课程体系优化
课程内容的设置应该具有针对性和多样性，合唱教育

的课程应涵盖音乐理论知识、声乐训练、合唱技巧等方面的

内容，既包括基础知识的传授，也包括实践技能的培养。例

如，课程可以设计为分阶段的，从基础的声乐练习开始，逐

渐引导学生掌握合唱技巧，最终参与合唱团的演出。课程内

容还应该具有丰富性，包括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合唱曲目，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课程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学生

的实际需求和发展水平，合唱教育的课程应该根据学生的音

乐水平和兴趣特点进行差异化设置，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能够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例如，对

于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设置更加专业化和深入的课程，如

声乐技巧训练、音乐表演技巧等；而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

可以设置通俗易懂的课程，如欣赏合唱音乐、合唱团体合作

技巧等。

课程体系的优化还应该注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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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可以尝试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如音乐软件、在线教学

平台等，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还可以组织学

生参与各类音乐比赛、演出等活动，加强实践环节，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表现能力。例如，可以利用虚拟合唱团技术，

让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合唱排练和表演，既提高了学生的

合作能力，又拓展了合唱教育的教学手段。合唱教育与课程

体系通过合理设置课程内容、差异化设置课程形式、创新教

学方法和手段，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水

平，促进其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3]。

4.3 学校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学校可以积极与当地音乐团体、合唱团体等建立合作

关系。通过与外部专业团体的合作，学校可以邀请专业的音

乐指导和演唱家来校进行指导和交流，提升学生的音乐水平

和表演技巧。例如，学校可以与当地知名合唱团体签订合作

协议，邀请其指导学校合唱团的排练和表演，举办合唱音乐

会等活动。学校还可以利用社会资源举办各类音乐比赛和演

出活动，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增强他们的演唱水平和舞台

表现能力。例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地区性、全国性的

合唱比赛，让学生在比赛中展示自己的才华，与其他学校的

学生交流学习，激发他们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

学校还可以利用社会资源丰富合唱教育的教学内容和

手段。例如，学校可以邀请知名音乐学者或艺术家来校举办

音乐讲座、大师班等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和

交流机会。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参加音乐节、文化艺术活动

等，增加他们的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学校应该注重与社会

各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合唱教育事业的发展。

通过加强学校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可以为学生提供更

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和机会，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和健康成

长。学校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音乐水

平和综合素质，促进其自我和谐地培养。通过与外部专业团

体的合作、举办各类音乐比赛和演出活动、丰富教学内容和

手段、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等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广阔

的学习平台和发展空间，推动合唱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4.4 多元化的合唱活动设计
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设计不同类型的合唱活

动。例如，可以组织传统的合唱比赛，让学生参与选曲、编排、

排练和表演，展现团队的默契和个人的表现力。也可以举办

创意合唱比赛，鼓励学生创作原创曲目或重新编曲，发挥创

造力，展示个性和独特魅力。注重跨学科合作，拓展合唱活

动的领域和范围。合唱活动不仅仅局限于音乐领域，还可以

与舞蹈、戏剧、视觉艺术等学科进行跨界合作，创造出更具

创新性和多样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可以组织音乐剧合

唱，结合音乐、舞蹈和戏剧元素，打造出富有表现力和感染

力的艺术作品。

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拓展合唱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借助互联网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实现线上合唱排练和表

演，突破时空限制，让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参与

合唱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重视社会实践和公

益活动，在合唱活动中融入社会责任和情感表达。例如，可

以组织学生参与公益演出，到社区、养老院等场所进行义演，

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关爱，为社会贡献爱心。这样的活动不仅

能够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还能够增强团队凝聚

力和成就感。多元化的合唱活动设计通过不同类型的合唱活

动，学生能够在音乐表演中得到全面发展，培养综合素质，

提升团队合作能力，从而实现自我和谐的全面提升 [4]。

5 结语

在合唱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培养中，发现教育者

的引领与课程的优化对于学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论文的探讨，深入了解到合唱教育的多方面益处，包括

情感、社交和心理层面的和谐促进。论文提出了教育者的角

色与责任、课程体系优化、社会资源整合以及多元化活动设

计等策略，为实践合唱教育提供了具体方案与方法。强调合

唱教育的重要性，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充分利用这一教育

形式，为大学生的全面成长与自我和谐做出更多的努力与贡

献。愿合唱教育成为大学生成长路上的一束明亮的光，引领

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匡传英.论高校合唱教育与大学生自我和谐的培养[J].湖北广播

电视大学学报,2010,30(2):1.

[2] 吴蕾.论合唱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自我和谐[J].华章,2011 

(22):155.

[3] 王莹.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和谐教育[D].无锡:江南大

学,2024.

[4] 王丽娜,邓颖.论合唱训练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J].当代音

乐,2016(13):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