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合唱总结(通用5篇)
当工作或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回过头来
对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
归纳出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明确方向，以便进一步做好工
作，并把这些用文字表述出来，就叫做总结。那么我们该如
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总结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
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小学合唱总结篇一

为纪念“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xx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增强我校团员青年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集体荣誉感，展现青
年学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我
校“一二.九红歌唱响合唱比赛”于20xx年12月8日晚六点在
大礼堂隆重举行，校长郁继军、副校长王新国以及各学院的
领导出席了本次大赛。各学院分管学团工作的领导老师担任
本次大赛的评委，寇蔻老师为本次比赛友情献唱。

本次比赛各学院师生高度重视，精心策划，认真准备，我校
的11个班级全部参加了比赛，都发挥出了较高水平。《国
家》、《歌唱祖国》、《保卫黄河》、《爱我中华》、《红
旗飘飘》等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热情歌唱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时代主旋
律。比赛现场群情激昂、异彩纷呈、高潮迭起。整场比赛中，
台下观众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热情，掌声和喝彩声交相辉映;台
上的`同学们将积极向上、爱国主义的精神风貌通过气势宏伟
的歌声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学们饱满的热情、嘹亮的歌声、
扎实的演唱功底、整齐的着装、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给评委
老师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激烈角逐1102班、1105班的
《红旗飘飘》摘得大赛一等奖;1001班的《国家》、0812班的
《爱我中华》获得二等奖;1004班《歌声与微
笑》、1101、1001的《保卫黄河》获得三等奖。



“一二.九”合唱比赛已经成为我校的一项传统赛事，是我校
团委推进大学生文明修身工程的重要载体，也是每年参与活
动同学多，参与范围广，影响力大、受广大师生喜爱的一项
精品校园文化活动。比赛不仅点燃了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热情，
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更突出展示了我校广大青年学生朝
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和与祖国共奋进、与学校共发
展的时代风采。

小学合唱总结篇二

合唱兴趣小组的成员来自四至六年级，小学生在音乐修养还
比较差声音的性起来比较有难度，这就要求教师要多与学生
交流，制定与学生的审美能力相符的歌曲。在这个学期能基
本统一学生的声音，提高他们的音色及乐感。

1、基本功训练

教给学生科学的发声方法，训练学生声音的高位置，让学生
区分出大本嗓和艺术嗓的区别。

2、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

通过学习艺术歌曲，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使其具有感受美、
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能够辨别什么样的音乐是
好的，什么音乐是不好的，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
感，使其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3、扩大知识范围开阔眼界

定期给学生欣赏中外合唱的名曲，以及名师的讲解，开阔学
生的眼界。

训练为了提高，提高为了表现；训练要有手段。合唱的基础
在于提高声部的齐唱能力，声部的基础在于提高个人的基本



功，为了巩固中声区，解决用声上的响而不噪，轻而不虚，
高而不挤，低而不压，做到合唱声音上的谐调，平衡统一，
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集体训练。然后再逐步过度到音准、节
奏，扩大音域，咬字、吐字，幅度变化等方面的训练。

1、声音的训练

（1）呼吸。

（2）声音位置

（3）直声训练

2、音准训练

音准是音乐表现的基础，好的音准来源于基础训练。

多声部合唱的音准训练较为复杂。

3、寻找共鸣位置扩大音域的具体措施。

（1）胸音训练

（2）头音训练

4、节奏训练

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示的艺术，节奏是它的组成部分和主导因
素，没有节奏也就没有音乐。

5、咬字与吐字的训练

以字带声，以情带声，字正腔圆是我国民族传统的唱法。它
讲究字清意深情自真。



通过一学期的训练，学生在音色、音准、声音的控制以及演
唱的姿势、技巧都有明显的进步。本学期我校合唱团排练了
《在银色的月光下》（二声部）以及校歌《这里有爱和阳光》
（三声部），并参加了仓山区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荣获b组二
等奖，是对本学期合唱训练成果的最大肯定，今后我们将再
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小学合唱总结篇三

在音乐艺术活动中，声乐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艺术表现形式，
也是学生最喜欢的一种表现形式。合唱作为声乐的一种艺术
形式，是中小学音乐课内与课外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它能促
进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的发展，在学校里进行合唱教学，对
于启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受能力，对
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性格情操的熏陶，形象思维的丰富，
都有重要的意义。本学期，我校合唱兴趣小组的培训也如火
如荼的进行着。每周在星期四的下午进行培训，学生都是兴
趣十足，也从合唱训练中得到了系统的、科学的学习和训练。
以下就是对本学期合唱兴趣小组培训的总结。

一、合唱要会“学”

刚接触合唱的学生都不懂合唱艺术的真正艺术内涵，都以为
合唱是大家在一起大声的唱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合唱是一
门多声部的艺术，两个声部或者两个声部以上在一起的演唱
才叫合唱，所以要让学生先学真正的学到什么是合唱的艺术。
可以采用让学生听一些典型的、耳熟能详的合唱曲，教师再
进行详细讲解。

二、合唱要会“唱”

学生认为唱歌就是听着音乐放声唱出来就可以了，其实这样
的演唱方式不仅对学生的嗓音有破坏作用，对整个合唱队的
合唱效果也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真正的“唱”是要求每个



学生学会控制自己的音量，大而不咋，小而不没，能用自己
的嗓音条件和技能控制好自己的声音，学会“唱”，不
用“喊”，最终为合唱的整体效果服务。

三、合唱要会“听”

合唱的过程中不仅要“唱”好，还要培养学生会“听”好。
聆听在合唱中也很重要，合唱时一门多声部的声乐艺术，一
个好的合唱队员除了能唱好自己的声部以外，还能够学会聆
听其他声部的旋律，并与之协和的配合，这就要求学生在听
觉和音准方面得到加强和巩固，训练学生的音高。

四、合唱要会“和”

五、本学期合唱兴趣小组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训练，队员全部
是来自三到五年级的同学，共有学生43人，活动12次。现将
活动作以下小结：

（一）辅导内容：

结合以前训练的经验，我仍然把发声方法和唱歌技巧作为训
练的重点，进一步加强了识谱和视唱、节奏学习，为避免学
生对学习合唱产生倦怠心理，我在做好基本教学的同时，还
适当的教学生一些优美的歌曲，在平时的训练课上让同学们
通过多媒体听一些合唱歌曲，看一些合唱表演，学习他们的
表演的技巧。

（二）出勤情况：

本学期参加活动50名学生在27次活动中均能出满勤。

（三）管理情况：

为了便于管理，我在每次上课时都能和学生平等对话，让他



们自觉遵守课堂纪律，鼓励他们的点滴进步，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这样每次活动时都能保证课堂纪律优秀、训练时间不
浪费、训练效果良好。除了课堂上做到这些，课外我还要求
学生每天坚持练练声，回忆回忆发声的方法，大多数学生都
能按老师的要求去做。因此，在合唱训练的管理上比较轻松、
有效。

（三）学习成效：

通过几个多月的训练，学生知道了唱歌时“声音要往眉心送，
口腔、牙关要打开，高音用轻声，咬字吐字要清晰，唱歌要
用心有感情”等方法。

上学期学生学会了五首歌曲，分别是《绿旋风》、《乡间的
小路》、《同一首歌》及合唱曲《红蜻蜓》和《远方的客人
请你留下来》，本学期我们巩固了这些歌曲，同时继续学习
了合唱《爱我中华》、《说唱脸谱》和《小苹果》。

赵丽

20xx年1月5日

小学合唱总结篇四

随着学校工作的结束，本学年的`合唱训练也圆满完成，现就
一学年来合唱训练作如下总结：

作品不同的创作背景塑造刻画着不同的音乐形象。在实际教
学中引导学生仔细聆听、比较不同的演唱所产生的音色、音
量、力度、表现力之间的差异，了解音色的微妙变化所产生
的音乐形象截然不同，同时通过合唱训练让学生感受到合唱
艺术与他们平常的各专业训练有哪些共同和不同之处，借助
人声的演唱来感受不一样的的旋律美、节奏美、和声美，掌
握作品风格、形象，产生共鸣，提高心理反应能力和对合唱



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是合唱教学至关重要的教学内容。教
师可以提示学生通过标题、节奏、旋律，充分发挥想象力，
使其对音乐形象的表现意义、风格特征加以理解，以便更准
确地表现作品。

合。哼鸣是训练声音集中和获得高位置共鸣的最好方法。在
做这个练习时，要让学生下巴彻底放松，嘴巴微闭，声音集
中在眉宇之间，不要用压迫声带的喉音。练习时要有明显的
头声感觉，可做哼唱练习以及同一种练声曲用不同的方法和
节奏去练习，培养学生头腔共鸣感觉，做到声区统一，声音
自如。

在合唱训练中，声部的训练尤为重要。一首合唱作品的学习
以先唱低声部为好，因为就一般合唱作品来说，高声都是旋
律声部，比较流畅、动听、好学，而低声部旋律性、流畅性
都差一些，难学、难记。在学一首新歌之前，第一印象很重
要，我们应采取先入为主的方法，就是趁学生还未接受高声
部旋律之前，先让他们接受低声部的训练。

小学生年龄小，天性活泼好动，自控能力差，在实际的组织
合唱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困难。师生之间应相互尊重，教
师的言行举止，教学方式对学生有很大影响。培养学生的积
极性，营造良好有趣的合唱教学气氛，使学生在融洽的气氛
中学习、训练，学生应积极主动配合教师，以指挥为核心，
以合唱作品为主导，使教与学和谐进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

唱表面上与其他课业没有太大关系，但就从合唱课作为学校
教学的一部分来讲，也应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让学生的学
习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小学合唱总结篇五

合唱兴趣小组的成员来自四至六年级，小学生在音乐修养还



比较差声音的艺术性训练起来比较有难度，这就要求教师要
多与学生交流，制定与学生的审美能力相符的歌曲。在这个
学期能基本统一学生的声音，范文写作提高他们的音色及乐
感。

1．基本功训练

教给学生科学的发声方法，训练学生声音的高位置，让学生
区分出大本嗓和艺术嗓的区别。

2．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

通过学习艺术歌曲，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使其具有感受美、
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能够辨别什么样的.音乐是
好的，什么音乐是不好的，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
感，使其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3．扩大知识范围开阔眼界

定期给学生欣赏中外合唱的名曲，以及名师的讲解，开阔学
生的眼界。

训练为了提高，提高为了表现；训练要有手段。合唱的基础
在于提高声部的齐唱能力，声部的基础在于提高个人的基本
功，为了巩固中声区，解决用声上的响而不噪，轻而不虚，
高而不挤，低而不压，做到合唱声音上的谐调，平衡统一，
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集体训练。然后再逐步过度到音准、节
奏，扩大音域，咬字、吐字，幅度变化等方面的训练。

1．声音的训练

（1）、呼吸。（2）、声音位置（3）、直声训练

2．音准训练



音准是音乐表现的基础，好的音准来源于基础训练。

多声部合唱的音准训练较为复杂。

3．寻找共鸣位置扩大音域的具体措施。

（1）、胸音训练（2）、头音训练

4．节奏训练

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示的艺术，节奏是它的组成部分和主导因
素，没有节奏也就没有音乐。

5．咬字与吐字的训练

以字带声，以情带声，字正腔圆是我国民族传统的唱法。它
讲究字清意深情自真。

通过一学期的训练，学生在音色、音准、声音的控制以及演
唱的姿势、技巧都有明显的进步。本学期我校合唱团排练了
《在银色的月光下》（二声部）以及校歌《这里有爱和阳光》
（三声部），并参加了仓山区中小学生合唱比赛，荣获b组二
等奖，是对本学期合唱训练成果的最大肯定，今后我们将再
接再厉，取得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