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合唱小组活动内容 合唱兴趣小组
活动总结(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合唱小组活动内容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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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按计划正常进行。每周的
星期三下午最后一节课进行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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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坚持自愿与鼓励、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形式丰富多样，要做到课内与课
外，校内与校外的有机结合。

1、本兴趣小组由学生自愿报名组织成的。共有18名学生。其
中女学生占多数。基于此种情况，我主要对他们进行了一些
最基本的音乐基础知识的教学、歌唱方法训练，上学期组织
合唱队的同学排练了合唱《春笋》，《红星歌》。这学期组
织学生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加大力度进行训练，并添加了舞
姿，为六一演出歌表演《最好的未来》打下了基础。



2、通过音响系统，向学生介绍一些名家、名曲、艺术欣赏知
识和方法等富有儿童特色的艺术欣赏活动，陶冶学生情操，
净化学生心灵。

1、练习了唱歌。通过他们个人、小组、集体的方式上台唱自
己喜欢的歌曲，经过几次训练，学生们变得比以前大胆多了，
提高了表演能力。

2、进行了简单的识谱教学，学生很想自己能够识谱唱歌，学
习时积极性较高，通过几个月的教学，一部分学生基本上能
识唱一些最简单的乐谱。

3、教学了四二拍的节奏，教学时，选用了低年级教材上的一
些旋律节奏来进行教学，用双手来击拍子，对掌表示强拍，
手指头点手心表示弱拍的方式进行。学生喜欢这种用口用手
的方式，经过多次训练，他们基本上都能正确掌握四二拍的
节奏。

4、学生认识了休止符。认识了四二拍的指挥。

5、小组同学掌握了音乐的许多概念，熟悉了音乐语言，并会
在学习过程中应用音乐语言。加强了学生的能力培养，表叙
能力和记忆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6、通过排练，既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能力，又提高了学
生的歌唱、表演能力，大部分学生能运用气息歌唱和有感情
的歌唱。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学生在艺术
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合唱兴趣小组在六一文艺汇演中获合
唱比赛一等奖。合唱兴趣小组的整体形象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总之，本期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提高了学生学习
音乐的兴趣，使学生各方面素质得到全面提高，今后将继续
开展此类的第二课堂，推行落实素质教育。



合唱小组活动内容篇二

在本期的兴趣小组活动中，我们组织了合唱兴趣小组。一学
期以来，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合作和努力，通过循序渐进的、
有针对性的训练，同学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歌唱
技能，队员们能用和谐、优美有感染力的声音的来进行演唱、
合唱。通过本学期的活动开展，使提高了学生学习音乐的兴
趣，现将本期音乐兴趣小组活动总结如下，以便今后更好的
开展工作，弥补不足，精益求精。

考虑到合唱对学生的要求较高，就是说应在学生具备一定的
识谱能力、听音能力与歌唱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进行。因而，
这学期我们对合唱队的队员进行了重新调整，选择了一些音
准较好、音域较宽、声音较好，并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选
好队员后根据队员的音色特点，将高音区发声轻松自如、音
色清亮充实的学生划分为高声部，将高音区发声紧张、吃力，
而低音区发声坚实、宽厚自然的同学划分为低音部。另外还
及时根据队员的身高体形整理了队行的排列和声部的安排，
为下一步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每一次进入正式的合唱训练前，我们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
呼吸训练与发声训练，使全体队员掌握基础知识，为合唱教
学打好基础。

1、呼吸训练

气息是发声的动力，只有掌握正确的呼吸后，才能获得理想
的声音。我们在训练合唱前，首先要求学生掌握正确的呼吸
方法，即胸腹式呼吸法。一般用两种呼吸方法训练：舒起练
习、突起练习。

2、发声训练

歌唱是以高位置的科学发声方法为基础的。对于我校刚入合



唱团的学生未多经过正规发声训练，气息浅，位置低，吸气
抬肩，不会气息保持，口腔打不开，下巴紧，声音“白”
而“扁”等错误呼吸方法，我采用了他们能够理解并完全可
以做到的方法进行练习。如采用哼鸣进行练习，以便尽快统
一声音位置，取得声音的共性。唱高音时，要求学生用假声
带真声的方法来歌唱，切忌大喊大叫，因为这样会损坏声带，
而且会破坏声音的美感。

1、熟悉歌曲，掌握旋律

本学期合唱训练我选了三首歌曲，分别是异曲同唱《茉莉
花》、彝族合唱歌曲《赶圩归来啊哩哩》、二部合唱《美丽
的梦神》。合唱训练中，采用视唱法，指导队员分声部先后
作识谱练习。分声部练习时着重指导学生唱好自己声部的旋
律，除音高、节奏唱准外，应注意正确的分句、气息的保持
以及音量的控制。填上歌词前，先用哼鸣来合唱，这样减少
填入歌词后的音准问题，又使学生更好地体会歌曲的情感和
内容，更加准确的把握歌曲。

2、歌曲的艺术处理

在队员们掌握了基本旋律后，为了更好地表现歌曲的`内容，
我对歌曲的演唱作了艺术处理。以求得合唱队各声部统一的
音色，声部与声部的声音和谐，每个队员都能恰当的表现了
歌曲的风格和特点，并富有表情的歌唱。

合唱训练中，力求培养学生的和声听觉，提高学生合唱技巧
和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要求所有队员要将所有声部的
旋律都掌握，让学生在各个声部都相互了解其艺术要求的前
提下，能调节自身的音量和速度，达到声音和谐的效果。

一这期的学习，在老师和队员的努力、合作下，合唱队的训
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小组成员也大有收获。在下个
阶段的训练工作里，我将会投入更大的热情，积极启发学生



学习音乐的兴趣，通过有表情地歌唱使学生真正地感受到合
唱艺术的魅力！

合唱小组活动内容篇三

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合作和努力，合唱社团团员们在老师正
确方法的指导下，通过循序渐进的、有针对性的训练，队员
们都能用和谐、具有感染力的声音来进行合唱。在本学期训
练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点工作：

1、熟悉歌曲，掌握旋律在合唱训练中我们一般采用视唱法，
指导队员分声部先后练习，要求音高准确、节奏准确。每次
练唱都用较慢速度，力求连贯、完整。先要求学生将两个声
部都唱会，然后进行声部练习。在分声部练习时着重指导学
生唱好自己声部的旋律，除音高、节奏唱准外，应注意正确
的分句、气息的保持以及音量的控制，然后，用哼鸣来合唱，
这样减少填入歌词后的音准问题，又使学生更好地体会歌曲
的内容，表现意义、音准。各声部的旋律掌握后，才进入填
词演唱阶段。

2、二、歌曲的艺术处理合唱曲队员在掌握了基本旋律后，为
了更好地表现它的内容，我们及时地作了艺术处理。经过处
理合唱队各声部本身声音的整齐、统一。声部与声部相互结
合时声音和谐，恰当的表现了歌曲的风格和特点，每个队员
都能自觉地按照作品规定的速度、力度与表情歌唱。我们在
合唱训练中坚持不单是要让学生唱会一个声部或唱会一首歌，
而是要通过合唱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和声听觉，发展和声思维，
提高合唱技巧和能力，所以要求学生要将所有声部的旋律都
掌握，让学生在各个声部都相互了解其艺术要求的前提下，
能调节自身的音量和速度，达到声音和谐的效果。总之，经
过老师和队员的努力、合作，合唱社团的训练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的成绩，我们在全县校歌比赛中演唱的《清晨》获得了
好评。在下个阶段的训练工作里，我们将会投入更大的热情，
把合唱队的训练工作做得更好，把合唱队的水准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台阶，积极启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通过有表情地
歌唱使学生真正地感受到合唱艺术的魅力，以发展更多的队
员，壮大我们的合唱队伍!

合唱小组活动内容篇四

在本期的兴趣小组活动中，我们组织了合唱兴趣小组。一学
期以来，经过老师和同学们的合作和努力，通过循序渐进的、
有针对性的训练，同学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歌唱
技能，队员们能用和谐、优美有感染力的声音的来进行演唱、
合唱。通过本学期的活动开展，使提高了学生学习音乐的兴
趣，现将本期音乐兴趣小组活动总结如下，以便今后更好的
开展工作，弥补不足，精益求精。

一、合唱队的组织

考虑到合唱对学生的要求较高，就是说应在学生具备一定的
识谱能力、听音能力与歌唱基本技能的基础上进行。因而，
这学期我们对合唱队的队员进行了重新调整，选择了一些音
准较好、音域较宽、声音较好，并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选
好队员后根据队员的音色特点，将高音区发声轻松自如、音
色清亮充实的学生划分为高声部，将高音区发声紧张、吃力，
而低音区发声坚实、宽厚自然的同学划分为低音部。另外还
及时根据队员的身高体形整理了队行的排列和声部的安排，
为下一步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发声训练

在每一次进入正式的合唱训练前，我们都要进行一段时间的
呼吸训练与发声训练，使全体队员掌握基础知识，为合唱教
学打好基础。

1、呼吸训练



气息是发声的动力，只有掌握正确的呼吸后，才能获得理想
的声音。我们在训练合唱前，首先要求学生掌握正确的呼吸
方法，即胸腹式呼吸法。一般用两种呼吸方法训练：舒起练
习、突起练习。

2、发声训练

歌唱是以高位置的科学发声方法为基础的。对于我校刚入合
唱团的学生未多经过正规发声训练，气息浅，位置低，吸气
抬肩，不会气息保持，口腔打不开，下巴紧，声音“白”
而“扁”等错误呼吸方法，我采用了他们能够理解并完全可
以做到的方法进行练习。如采用哼鸣进行练习，以便尽快统
一声音位置，取得声音的共性。唱高音时，要求学生用假声
带真声的方法来歌唱，切忌大喊大叫，因为这样会损坏声带，
而且会破坏声音的美感。

三、合唱歌曲训练

1、熟悉歌曲，掌握旋律

本学期合唱训练我选了三首歌曲，分别是异曲同唱《茉莉
花》、彝族合唱歌曲《赶圩归来啊哩哩》、二部合唱《美丽
的梦神》。合唱训练中，采用视唱法，指导队员分声部先后
作识谱练习。分声部练习时着重指导学生唱好自己声部的旋
律，除音高、节奏唱准外，应注意正确的分句、气息的保持
以及音量的控制。填上歌词前，先用哼鸣来合唱，这样减少
填入歌词后的音准问题，又使学生更好地体会歌曲的情感和
内容，更加准确的把握歌曲。

2、歌曲的艺术处理

在队员们掌握了基本旋律后，为了更好地表现歌曲的内容，
我对歌曲的演唱作了艺术处理。以求得合唱队各声部统一的
音色，声部与声部的'声音和谐，每个队员都能恰当的表现了



歌曲的风格和特点，并富有表情的歌唱。

合唱训练中，力求培养学生的和声听觉，提高学生合唱技巧
和能力，因此，教学过程中，要求所有队员要将所有声部的
旋律都掌握，让学生在各个声部都相互了解其艺术要求的前
提下，能调节自身的音量和速度，达到声音和谐的效果。

一这期的学习，在老师和队员的努力、合作下，合唱队的训
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小组成员也大有收获。在下个
阶段的训练工作里，我将会投入更大的热情，积极启发学生
学习音乐的兴趣，通过有表情地歌唱使学生真正地感受到合
唱艺术的魅力!

合唱小组活动内容篇五

一、学生情况分析：

合唱兴趣小组的成员来自三至六年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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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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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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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的讲解，开阔学生的
眼界。

三、训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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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