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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合唱的定义



  

   合唱是集体演唱多声部声乐作品的艺术形式。

    合唱是一门共性的艺术,需要相互的配合和协作。

它强调队员在发声状态、声音位置、音色以及表

达情感等诸多方面的统一与和谐。

     合唱队每一成员都要学会仔细聆听他人的声音，

以求每个声部及声部之间达到和谐的音色，最终

使整个合唱队声音的完美统一。 

      解决好演唱的共性是合唱的的关键。

 合唱



  



  

     
    

     齐唱：指所有合唱队员不分声部,共同演唱同一曲调的合唱形式.这种唱法常被

群众歌咏活动所采用(比较大众化的演唱方式)。也可用在合唱曲中的某些片段。

齐唱虽然说是比较简单一种演唱形式,但要做好5个统一是不容易的。

    5个统一:即呼吸统一,唱法统一,吐字、咬字统一,速度、力度统一,情感表现统一。

1.同声齐唱:指同性别或近似同音色队员组成齐唱。 

常见形式有女声齐唱、男声齐唱、童声齐唱。

2.混声齐唱:由不同姓别、不同音色的队员组成的齐唱。   



  

     
    

 合唱一般分为同声合唱和混声合唱两种。

1.同声合唱:由相同性别和相同音色的队员演唱两个及两个以上声部的合唱。

常见形式有女声合唱、男声合唱、童声合唱。一般有二、三声部合唱的组

合,同声四声部合唱相对少见。

2.混声合唱:由不同性别、不同声部的队员演唱两个及两个以上声部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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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声合唱最能充分表现人声之美，同时也最适

合表达各种复杂的情感或戏剧冲突。优秀的混

声合唱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可以和交响乐媲美。

音色比较细腻、柔美、深情、哀怨，并具十

分适合表现歌谣、舞曲、民间小调等音乐体

裁。

男声合唱

音色较为雄壮、昂扬、乐观、幽默，并具

有阳刚之气和英雄气概等风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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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奏是合唱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伴奏除外），
一个好的伴奏才能使整体合唱效果锦上添花。
最常见的伴奏形式：钢琴。当前常见伴奏还有：西洋管
弦乐队、民族管弦乐队、电声乐队。



  

1.无伴奏合唱:没有任何器乐伴奏的合唱形式，这是
一种纯人声的艺术形式，靠的是声部间的对比、补
充、衬托、伴奏的手法获得整体的协调。没有乐器
伴奏的帮助，在演唱中要特别注意音准的把握和情
绪的表现。

2.有伴奏合唱:有器乐伴奏的合唱。器乐能为合
唱的音准及作品的情绪提供方便和帮助。所以
大多数合唱作品多采用伴奏的艺术形式。值得
注意的是：伴奏和合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两种形式



02.合唱的起源



  

       西方音乐的真正起源应该是从基督教的源
起开始，并且在其发展中一直或多或少的含
有宗教的背景。在基督教音乐的早期，由于
当时器乐制作尚不发达，器乐作品不是主流，
主流使声乐，而且还是多人的合唱，实际这
也是合唱的起源。
        近代西方的合唱，起源于中世纪基督教
教会的唱诗班。经过素歌、清唱、神剧等阶
段，最后发展到市民世俗音乐合唱。



  



03.中国的合唱



  



  

     
    第一时期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从西方传入。

第二时期是学堂乐歌时期。李叔同《春游》、赵元任《海韵》。

第三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抗战时期。

第四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合唱事业蓬勃发展，50～60年代是

辉煌期；70年代的政治合唱。还有大量创作合唱歌曲和套曲，也

使我们的合唱舞台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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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期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从西方传入。

第二时期是学堂乐歌时期。李叔同《春游》、赵元任《海韵》。

第三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抗战时期。有黄自《抗战

歌》、贺绿汀《游击队歌》、聂耳、冼星海《黄河大合唱》等。

第四时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合唱事业蓬勃发展，50～60年代是

辉煌期，《祖国颂》、《长征组曲》；70年代的政治合唱。还有

大量创作合唱歌曲和套曲，也使我们的合唱舞台更加繁荣昌盛。

瞿希贤《阿拉木汗》、《远方的亲人请你留下来》



  



04.合唱的功能



  

     合唱能陶冶人的情操，增强人们的审美能力。人们

能通过在合唱作品的训练和表演过程中，直接感受作

品的内涵，促进自我情感的抒发，有效地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达到增强审美能力的作用。 　



  

 A.有利于培养健康心理

 B.有利于提升全民音乐素养

 C.有利于培养爱国情怀



  



  

    在 电 影 《 放 牛 班
的 春 天 》 中 ， 马 修
老 师 “ 为 了 每 一 位
儿 童 的 发 展 ” 的 教
育观，影响了身 边
的 每 一 个 人 ， 让 放
牛 班 的 春 天 、 儿 童
生 命 的 春 天 、 教 育
的 春 天 一 点 一 点 化
开 ， 值 得 教 育 者 探
究 、 深 思 和 学 习。



  

    合唱的合作是一个
整体的，不仅仅是个
人之间的合作，在合
唱里你必须放弃自己
过于尖锐的个性跟所
有人一起合作，这样
你才能找到与人合作
的快乐。正如许多大
师所言，合唱不是唱
出来的而是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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