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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小学里，儿童唱歌的教学，概而言之，不外顺应儿童的兴趣与能力，而给以正常的发展。
所以，选择小学唱歌教材，既要注意切合儿童的兴趣与能力，又要适应其发展的需要，否则，就会影
响儿童对音乐学习的效能，不仅进步很慢，无可深造；而且兴趣索然，至视学习音乐为畏途。
《小学音乐教材及教学法》系统地介绍了小学音乐教材的选择及教学方法。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唱歌教材选择法；听唱教学法；视唱教学法；发声法与音准矫正法；合唱
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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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以，儿童歌曲应与发生在周围的事物相符合，如在下雪时唱下雪歌。
又一种事物本为儿童们所熟悉，但不同时发生在全体儿童之间，则可用故事或图画等唤起这种回忆，
以引起兴趣。
一首适宜的歌曲，一经教师得体的示范，用不到怎样解释歌词，儿童便能领悟，发生兴趣（所以歌词
措辞程度，应比语文课稍浅，见第一章第十一节）。
又当教师继续范唱数次后，儿童常不禁要加入歌唱。
这表示已有学习的愿望，不可打断其兴致而不让他唱。
可让他唱容易的句子或重复的句子（第二章第三节），教师则唱难唱的部分，让他聆听。
　　所谓养成唱歌上所需要的技能，是指广义的技能而言，非指某种专门技能的磨炼。
为要获得识谱的技能，使儿童做枯燥的视唱练习，为要获得美妙的歌喉，使儿童做单纯的发声练习，
这在一般学校实不相宜。
呆板而乏味的技术练习，与乐理的名词背诵一样，都会使儿童失掉学习的兴趣，不是正确的教学法。
我并不是说，技术练习皆为无用，但在一般学校，应“寓练习于歌曲之中”。
各种技能的基本练习，只用在专业学校或特殊的儿童；一般儿童的音乐技能的养成，多赖平时的歌曲
与其他音；乐活动（见第七章）。
儿童音乐专家认为：“教师施行各种音乐活动（如听唱、视唱、理论、故事⋯⋯）时.教师不仅志在造
就熟练的演唱者，他应以使个个儿童喜爱并能欣赏佳良音乐为立脚点，而计划他的工作”。
这是至理名言。
　　儿童能以唱歌表现自我（这比从唱歌得到快乐更深入一层），首先要选择适当的教材，儿童能够
完全理解所唱的歌曲所表现的是“自己的事情”。
如第一章唱歌教材举例第10首《拉锯》，表现的是“我”在拉锯，并表现自己对劳动的喜爱。
又如第13首《打雷》，表现的是“我”置身于大自然。
感受自然及对大自然的爱。
再如教材举例第22首《牛》，表现的是“我”看到四季劳作的牛，并对牛的同情。
通过歌唱表达自己的情感，进行情感的交流，这是音乐的基本功能。
儿童用歌唱形式来表达、交流自己的情感，以满足儿童自身的本能的需求。
表现儿童自己的感情与教训儿童应该怎样，是大相径庭的两回事。
　　儿童理解所唱的歌，还需要纯熟的唱歌技巧，才能将自己感情投入歌中，细腻地表现那首歌，表
现出自己对那首歌所起的深切的同感。
因此，达到“熟练技术”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自我”，否则技术就“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者成了“
为技术而技术”。
第二节唱歌教学的步骤儿童初学唱歌，常出现多种错误：音的高度不准（即音准不合），拍子不对，
发音亦不佳。
应当先从何处下手呢？
这是音乐教师经常关注的问题。
有的儿童音乐教育专家认为应按这样的步骤：　　发声-拍子-音准-歌词-表情　　儿童注意力单纯，
对于陌生的东西，只能注意到某一个方面，所以在音乐学习上，只能采取渐加的方式。
儿童开始唱歌，先注意其发声，发声是唱歌的基础，儿童应发柔和的头声。
这个问题较为复杂，本书第四章已有讲述。
其次注意拍子。
全班儿童唱歌，要彼此一致进行，中间唱错或漏唱少数音，或音高略有不准，均可暂时不予理会，只
是不让他们在中途停顿，听唱视唱都是如此。
拍子好像屋子的栋梁，不能歪斜。
发声对了，拍子合了，才讲究音准。
再次是注意歌词方面，如读音的正确，吐字的清楚，句读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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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才讲全歌的表情。
儿童只能顾到一件事时，就教他先求发声的佳良。
如能顾到两件事，就教他在发声佳良的同时拍子准确。
如能顾到三件事，就再求音准。
读者或许要怀疑，儿童未能唱出准确的音，如何能继续唱下去呢？
这时指谱歌唱与乐谱清楚（拍单位写法），可以帮助他继续唱下去而不致停住。
同时这种习惯亦能迅速养成。
而这种习惯的养成，于视唱大有好处。
　　表情便是歌曲某处宜强，某处宜弱，某处宜稍快，某处宜稍慢，某处激动，某处沉静等等。
儿童在掌握了相当纯熟的唱歌技能的同时，又完全懂得了歌词的意义，有了第二者的融合，才能谈到
表情。
唱歌而有表情，也就是达到“自我表现”（前节）的境地了。
　　有人认为，歌唱表情应该放在唱歌教学的首位，歌唱的情感要贯彻于音乐教学的全部过程，这当
然是正确的。
从教师的范唱开始，到歌曲学习的每个环节，都应该使儿童感受、表现音乐的感情，而不是先学习技
能后表现情感。
但是从学会一首歌曲的角度来说，还是要分步骤地解决发声、拍子、音准和歌词等方面的问题，方能
带有感情地演唱歌曲。
对歌曲的感情处理是在学习歌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行的。
第三节 教材的交错与渐离　　我们教儿童唱歌，并非教会了第一首，才教第二首，第二首完全教会了
，才教第三首。
这不仅浪费时间，使儿童进度很慢，同时会使儿童感到单调。
正确的教学法，应当新旧歌交错杂陈，即不等第一首歌完全唱会，第二首便开始；第一首未完全纯熟
，第二首未完全唱全，第三首便开始。
因此造成教材排列的“交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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