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声乐表演心得体会 声乐观摩课心
得体会(实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心得体会是我们对
于所经历的事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声乐表演心得体会篇一

每一位专家都各具特色，但是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
他们都具有深厚全面的文化底蕴。例如，陈延军老师在讲解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一文中的“姹紫嫣红”的意思时，
从每个字的意思及出处都看出陈老师的知识渊博。总之，他
们认为，教育就是一个用情感用思想用文化教化感化点化学
生的过程。

正如李老师所言，教师是帮助学生学习的，教师与学生的关
系应该从眼神的交流开始。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就是孩子
的一面镜子，从中看到孩子的喜怒哀乐，看到孩子们微妙而
复杂的心理变化，每一个孩子都是社会家庭的缩影和反映，
每个孩子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可以在其生活中找到依据。每一
个孩子都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所以，我们的评语，我们
的言行，都应努力探求到孩子的心灵世界的秘密。教师应该
耐心倾听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声音，这样，才能做到：眼中有
人，心中有数，手中有法。

在课堂上针对每个问题的解答，薛老师都非常注重对学生的
及时鼓励，不让学生失败和失落离开课堂。不但语言上的，
还有夸张的动作、神态等，整节课中掌声和语言的鼓励都非
常多，增强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他说：“要让学
生错”“不让学生带着失败和失落离开课堂”。



“观摩观摩，只能看，不能模”。我们要看的是观摩课的教
学理念，看观摩课的教学设计，看教师的课堂教学艺术，然
后内化,再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学习的关键是要和自己的教
学实际结合起来。

这次活动可以说是让我大开眼界。虽然这些老师来自全国各
地，各有教学背景，但他们都很好地贯彻了新课程语文标准。
可以说这些老师给我指了一条前进的路，这将使我少走很多
弯路，最直接地与改革的方向相一致，确定明确的教学目标。

声乐表演心得体会篇二

3月30日至31日，我和同事们起个大早，直奔郑州享受一场语
文盛宴--全新理念、名家荟萃的“和美课堂”！我们有幸观
摩了王崧舟、何捷虞大明等八位专家带来的课堂展示，听完
之后，可谓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一、美丽的鹿角无关紧要，实用的鹿腿才是重要的。

二、鹿角和鹿腿都重要，它们各有用处。

通过交流，结合课本，孩子们才发现：认识自己才最重要的！
课末，老师向孩子们着力推荐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庄子》、
《韩非子》。何老师的课堂紧扣目标，启发在多重阅读中逐
步发现。或写字，或悟理，或想象，或朗读，或讲故事，或
辩析，每一次发布学习任务时都细致清楚，目标明确；每一
次和学生交流都幽默风趣，而又实事求是，否定评价也让学
生知其不足，他能做到真真实实地关注每一位学生。

王崧舟老师的课和何捷老师的课完全是两种风格，这次我是
第一次近距离的听过他的课，有幸之至，同时，已深深被他
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他的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他的《爱
莲说》深入浅出，通过对比菊花，牡丹等花，烘托出莲花的
品质，同时引出君子的特质，从而又回到周敦颐自身，引出



周氏后人，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承，也是一种精神传承，
让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回味无穷。

和美课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每个名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各有各的风格，经过这次的学习，发现自身有很多不足，在
教师的道路上可谓“任重而道远”，不过，我愿脚踏实地，
砥砺前行。

声乐表演心得体会篇三

名师观摩课在德州教育学院如期举办，听了名师们精彩的课，
受益匪浅。尤其是刘松老师的《乘法分配律》及张冬梅老师的
《米的认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就听说刘松老师的课幽默诙谐，课堂融洽，气氛活跃，今
天一听，感受彼深。上课伊始，刘老师以诙谐的语气与学生
进行交流，通过认识学生，让学生用一句话“某某”和“某
某”都是我的好朋友。或一句变两句“某某”是我的朋
友，“某某”也是我的好朋友。但两者表达的含义相同，体
会中国语言的美妙，奇特。话锋一转："美丽的数学世界有没
有这样的神奇的事情呢？"刘老师以“趣”引领，此时，学生的
“胃口”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刘老师的课堂语言艺术令人佩服，把学生称为先生和女士，
还很时尚！教师的语言有点象大兵的声音特点，能调动学生
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整个教学，孩子们都在刘老师诙谐幽默的语言引领加上“特
定”的肢体语言，轻易地解决了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通过色
笔和反复的改写，描述，孩子们对乘法分配率已经有了深刻
的理解，运用的得心应手。

这样的课堂真有趣，孩子们在学习着，也在享受着。学生从
开始的无所适从到后来的心有灵犀，无不体现着刘老师驾驭



课堂的游刃有余，每一个与会者都被刘老师的幽默诙谐，睿
智所折服。

而张冬梅老师的课则有另一番韵味，作为学生对“米”的认
识是比较抽象的，张冬梅老师通过各种巧妙的活动设计，帮
助学生建立了“1米有多长”的表象知识。而每一次的活动，
学生们都完成的有序且有效。

大胆放手，把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充分的活动中，有效
学习，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是这堂课最显著的特色，这也
恰恰体现了新课标的精神。纵观整个课堂，在老师的引领下，
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小活动，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教学重点展
开的，且衔接的十分流畅自然，让学生沉浸在活动中的同时，
不知不觉的加深了对“米”的认识。

本节课的高潮在于课的结尾部分。老师将自己装扮成智慧爷
爷的形象，将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提升了上来。而随着“谁
愿意站在离智慧爷爷1米远的地方？”话语一出，学生们将老
师围在中间。多么巧妙的设计，多么感人的情景。课虽已结
束，我却意犹未尽。

张老师的课堂亲切自然，所有的活动都辗转自如，仿佛一切
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听课的感觉就是享受。特
级教师的风采令人赞叹，说不羡慕是假的，想追逐确是不易
的。一步一个脚印，才是我能做到的。

声乐表演心得体会篇四

歌唱是人们喜爱的一门艺术，这与歌唱艺术的特点是分不开
的。因为唱歌可以不受演出条件的限制，直接通过歌喉来尽
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是人的自然需求。其实，孩子出生的
第一声啼哭，就是人生的第一次歌唱。只要不是哑巴，人人
都能唱出自己所喜爱的歌曲。



从事小学声乐教育已有六载有余，虽然在学校学习的声乐专
业比较成人化，但是通过不断的努力摸索和实践，我从基本
的音乐教学到小学声乐教学的实践中得到了些许体会，为将
来培养出更好更多的少儿歌唱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1、激发兴趣

兴趣是人积极探究某种事物的认识倾向。它出自于好奇心，
即探究新事物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就会
产生对有关事物的兴趣(如学习兴趣)。学生若对所从事活动
感到兴趣，就会导致活动动机乐趣化，活动因此成为一种积
极主动的心理倾向和自觉行为。前苏联心理学家克鲁切茨基
指出：“学习一定活动的爱好，导致能力的锻炼和相应的发
展，发展了的能力在活动成功上有积极作用，而成功又反转来
‘强化’爱好和兴趣。”可见，兴趣爱好能激发活动的自觉
性，有助于个性心理特征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发展。

少儿对音乐的兴趣大多较高，那么让孩子维持这样的心理并
使其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是为下一步的训练必要的充分的
准备。我对同年级的两个班做过半年的实验，一个班的整体
音乐天分教高，对节奏和音准的把握较好，乐感也较强，学
习歌曲的速度很快，而且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另一个班相对
在各方面都差一些。在对两个班做了充分的了解之后，我制
定了不同的教学目标，对较好的班按照正常教学目标进行教
学，而对较差的班级则加以更多的关注，在教学形式上多样
化，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唱、演、欣赏等各个方面
入手，扩大学生的音乐知识面，不仅只局限在课本上的知识，
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的提高。结果这个班的整体水平上升
很快，音乐表现力反而比另一个班有更快更大的进步。所以
对孩子兴趣的培养不仅是学习的基础，有时能出现意想不到
的学习效果，而且不会因为老师的忽略丧失可能出现的好苗
子。

2、让孩子爱上唱歌



良好的歌唱前提是良好的精神状态，歌唱的过程是以心理感
受为基础，以心理状态引导和控制生理状态的运动过程。在
不好的精神状态下歌唱最容易坏嗓子，由于歌唱器官是有机
的整体，任何肌肉只有在兴奋的状态下才能灵活自如，使不
必要的部分保持松弛，形成紧张与松弛的平衡。这样可以培
养歌唱者具有良好的耐力和持久性。所以在学习之前，要制
造出好的学习氛围和环境，让学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歌唱状
态。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不断激励，抓住学生点滴的进步加
以表扬，让学生始终维持那种高涨的精神状态中，调整到的
歌唱状态。教师在选择歌曲的时候，社科论文也十分重要，
旋律优美动听的歌曲也能起到让孩子乐唱的目的。

对于处在变声期的孩子，一直以来都有让孩子“禁声”的说
法和做法，特别是男孩子。其实，让变声期的孩子“禁声”
是不可取的消极措施。因为即使在歌唱中让他们禁声，可是
在日常生活中却是不可能禁声的，他们需要说话，需要交流，
他们在体育课上打球运动时也会大喊大叫，岂不知大声喊叫
一次对声带的损伤却比歌唱要严重得多，而积极的办法应该
是帮助他们了解如何保护声带，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语
言习惯。教师非但不必要求他们禁声，相反应鼓励他们积极
投入歌唱训练及演唱活动中，不要“剥夺”他们的演唱权利。
正确的演唱方法反而能相对地缩短变声期，对他们一生都有
好处。

3、在歌声中体验情感

孩子们的歌声是那么清脆、稚嫩、纯真、迷人，这是任何乐
器都无法替代的。可是，仅仅只是爱好唱歌是不够的。作家
傅雷在指导儿子傅聪学习钢琴时说：“单靠音乐来培养音乐
是有很大弊害的，我觉得你需要多多跑到大自然中去，也需
要欣赏造型艺术来调剂，假定你每月都郊游一次，上美术馆
一次，恐怕你不仅精神更愉快，更平衡，便是你的音乐表达
也会更丰富、更有生命力、更有新面孔出现。”综合多种艺
术表象进行歌唱教学，就能使童声二度创作的空间更为广阔，



效果更为显著，使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极大
地被开发出来。音乐对人的情感影响比其他艺术影响更为迅
速、更为强烈，常常是几个乐句、几句歌词、几个音符就能
使人在生理上、心理上发生变化，产生情绪，引起共鸣。

同时把艺术通感运用到儿童声乐教学中，运用视听结合的通
感，美术及文学作品促使儿童情感产生共鸣。歌曲中的所有
力度、速度及强弱等记号都是为了表达音乐形象、抒发内心
情感的需要服务的，指导孩子们唱歌，我们首先要引导他们
正确地理解音乐所要表达的内容，深刻地感受歌曲所要抒发
的情感。在此，文学无疑是的途径。因为它不受技能技巧的
限制，特别能启发人的想象和联想，它不仅仅局限于形象的
叙述，而且还深入到人的思想领域，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回忆
和联想，把形象和情感化为一体。运用艺术通感，合理综合
美术及文学艺术与音乐，能使孩子们乘着想象的翅膀善于歌
唱。如在学习《兰花草》时，我让学生观看兰花的图片，了
解兰花的特性，虽然没有牡丹的富贵，菊花的娇媚，却朴实、
清新，芳香宜人。再通过朗读歌词，知道词意，了解主人公
对兰花的依恋和喜爱。孩子们用他们甜美的声音将一首听似
普通的歌曲表现得出神入化。

声乐教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只有
在方法正确的基础上坚持学习才能有好的成果。只要有耐心、
恒心，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定能乘着歌声的翅膀，实
现自己的梦想。

声乐表演心得体会篇五

5月24日下午，我在海口市培训院参加了“国培计划(__)”海
口市小学送教下乡的音乐教师培训活动。这次活动非常的及
时，能够提高我们一线音乐教师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教学实践
水平。讲座是由海南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陈新教授主讲“中
小学声乐教学有效途径的方法探究”。陈教授结合自身的学



习经历，将多年声乐教学实践所总结的宝贵经验介绍给大家，
对歌唱中常见的技术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卓有成
效的解决方法和技巧。

1、每位歌唱者一定要充分理解和运用气息发声和气息控制的
方法(即横隔膜的呼吸方法)，因为在整个声乐功能系列中，
歌唱呼吸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整个歌唱建筑的基础，因此必
须明确呼吸的'重要性，重视练好歌唱呼吸的基本功。

2、打开喉咙，稳定喉头，是歌唱基本功训练的核心，这是歌
唱者声乐技巧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之一，很多歌唱者声音上
的毛病，多是由于歌唱时喉头不找开、不稳定造成的，而正
确的喉头位置是协调呼吸器官的运动，获得稳定、流畅声音
效果的关键。

3、要恰当地运用好歌唱的共鸣，要使声音传得远，充满剧场，
且圆润，优美动听，这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对于初学者来
说，是比较难掌握的课题。由于共鸣训练常常与其它发声基
础要求分不开，因此要求歌唱者通过母音的转换，稳定喉头
打开口腔，调节气息等手段，把声音振响在鼻咽腔以上的高
位置头腔共鸣点上，来增大音量，扩展音域，美化音色，统
一声区，使高、中、低三个声区的声音协调一致，天衣无缝，
走动自如灵活。

4、正确的发声要与正确的咬字、吐字相结合。通过字、声结
合的练习来提高唇、齿、舌的灵活运动能力，使之更完美而
生动地表现歌曲和情感和内容。

5、在歌唱发声时，还要注意对音准、节奏的训练，通过发声
练习，逐步掌握连、顿、强、弱等全面的歌唱发声技巧，丰
富歌曲的表现手段，增强歌曲演唱能力。

6、在每次练习时，都要保持正确的歌唱姿势，正确的歌唱姿
势是进入良好歌唱状态的前提。



7、在练声、唱歌前，一定要摒除一切杂念，稳定情绪，要有
非常好的心理状态，要有良好的歌唱欲望，要充满信心、放
松自如地进入歌唱状态，否则是唱不好歌的。

8、从开始练声起，就要同音乐结合起来，即练声也要有良好
的乐感。音程、音阶一方面是肌肉、音准、气息、共鸣等方
面的技术练习，同时它们又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要给它们
以音乐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练声一开始，要求每个歌唱者把
音程、音阶、练声乐句也唱得悦耳、动听。

此次学习受益匪浅，能够切实提高自己在音乐课堂中对学生
的歌唱培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