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乐理课心得体会(大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
们应该重视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
和分享。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乐理课心得体会篇一

通过学习音乐课，我感到自己的音乐才能被不断的挖掘出来。
我想：每个人的经验、禀性不同，所对其体会也各不相同。
犹如一杯清水，不同的人的品尝味道也不尽相同吧。

对于儿童来说，音乐是他们的交流方式，情感表现的手段。
我们尊重幼儿的想象和表达，鼓励孩子自由的用身体动作表
现自己对音乐节奏的强弱、快慢的感受。提倡幼儿同伴间的
合作。初期，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个别缺乏自信的孩子，常去
效仿其他人，对于他们，我们从“游戏”入手，将孩子们天
性——玩(游戏)转向——用心去“玩”，去经历一种最完美
的人类状态。“玩”不怕失败，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鼓
励帮助他们从音乐中享受到喜悦、乐趣。在我看来幼儿音乐
是最古老，最自然的音乐表现形式，是情感表露的最直接形
式。做的好不好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做不做。儿童并不需
要熟练的技巧，但是需要情感和环境的宽松自由。凡是能够
通过音乐创造活动自由灵活的表达、表现自己，情感得到充
分宣泄的儿童，他们容易解脱心理的紧张压力，获得情感的
自由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音乐教育本身是一种美学教育，所以在音乐教学中让幼儿充
分体验歌曲中的美感是十分重要的。有人讲“不会欣赏美，
就不能表现美和创造美。”在音乐教育中也是这样。如果幼
儿不能从歌曲中体验到美感，那么他们也不会产生良好的学



习兴趣的。所以教师应该启发幼儿学会理解歌曲中的美并产
生良好的美感是音乐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前提。在音乐
教学中，教师能否用美好的感情对幼儿进行范唱十分重要，
它直接影响幼儿能否产生要演唱歌曲的欲望。所以教师应该
掌握正确演唱歌曲的技能技巧，在教学中能够用优美的声音
和丰富的情感向幼儿范唱，使幼儿感到歌曲的优美和教师演
唱的美感，在这个基础上再激发幼儿模仿教师的演唱和体会
歌曲中的美好感情，幼儿就能够对音乐产生学习兴趣并积极
地学习。利用教材中鲜明、生动的音乐艺术形象，对幼儿进
行思想品德教育。

在音乐教育活动中进行品德教育，就要选择能结合幼儿生活
实际的教材，让幼儿在原有的认识基础上理解其教育内涵，
以达到教育目的。

在学习了音乐课的基础之上，让我也接触了乐理知识!原来也
接触过一些，不过要想学好音乐必须要在学习乐理的基础之
上去完成。

要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弹琴是基础!

我对于幼儿音乐理念和内容理解得较为肤浅，但我始终牢记：
音乐教育重要的不是“教”。在教育孩子的同时，我也从中
获益良多。让我在音乐教育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让
我真正认识了音乐教育对于孩子们是多么的重要。

乐理知识课心得体会篇5

乐理课心得体会篇二

首先，乐理课堂能为我们的音乐学习提供重要的基础知识。
在乐理课堂上，我们学习了音乐的基本元素，包括乐符、节



奏与和弦等。这些知识构成了音乐的基础，不仅对于演奏乐
器和歌唱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也非常重
要。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在理解和掌握于这些基础知识，进
一步提高自己的演奏和策划表演的技巧，就是乐理课堂的主
要价值。

其次，乐理课堂具备很高程度的互动性。在学习过程中，乐
理老师不仅讲授知识，还与我们一起实践，例如，进行听音
训练，演奏作业曲目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被
动学习，而是变得更加积极。我们能够积极提问，交流意见，
分享音乐的见解。这种互动性不仅仅提高了我们的学习效率，
还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

第三，乐理课堂有助于培养我们的音乐欣赏能力。在课堂上，
我们学习了如何听懂不同音乐曲目的不同部分，包括旋律、
节奏、和声、编曲和演奏技巧等等。这样的学习不仅让我们
能够体会到音乐本身的美感，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作曲家
之间的风格差异，乃至于音乐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变化。

第四，乐理课堂具有良好的实践性。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
乐理课堂还提供了很多机会来对音乐进行实践。例如，我们
可以通过合唱和对乐器的演奏来练习和深化我们的基础技能。
很多乐理老师会鼓励我们观察和学习作曲家的编曲方式，创
作自己的音乐作品，或是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表演。

最后，乐理课堂是一个团队学习的地方。在乐理课堂上，我
们有机会与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学习和分享音乐。这个小团
队里，我们互相鼓励和帮助。我们分享自己的音乐经验和见
解，一起成长。在乐理课堂里，我们不仅仅是个人的学习，
更重要的是共同进步。

综上所述，乐理课堂是我们音乐学习的必经之地。它提供了
音乐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增强了我们的互动性和创造力，
培养了我们的音乐欣赏能力和实践技能。更重要的是，乐理



课堂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它
是我们音乐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乐理课心得体会篇三

音乐是人类文化的基石之一，而深入了解乐理是成为一名合
格的音乐家的必要条件之一。近期本人在学习中，也在乐理
课堂中学到了很多有趣并且实用的知识。下面，我将分享我
的学习心得以及我认为的乐理课堂最有价值的内容。

第二段：概念的理解

乐理课堂让我更好地理解了音乐世界中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
的联系。其中，音符、节奏和旋律是最基本的三个元素。音
符包括音调和时值，而节奏则是指音符的组合方式和节奏的
长短。它们共同构成了旋律和和声，而这种理解能够帮助我
们更好地演奏曲目和创作出自己的音乐作品。

此外，学习乐理还能让我们理解音乐中的调性和调式，包括
自然大调、自然小调、旋律大调、旋律小调等等。这使我们
能够更好地掌握曲调的整体氛围和色彩，帮助我们更好地演
绎音乐作品。

第三段：技巧的掌握

乐理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乐器技巧，这也是乐器学习
中重要的一部分。例如，了解指法、品法等技巧，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演奏曲目，如滑音、颤音等演奏技巧，可以让演
奏音乐作品更加丰富，更加有表现力。

此外，学习乐理还能让我们训练节奏感和耳感，而这对于各
种乐器演奏都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弹钢琴、吹萨克斯风、打
鼓等等。掌握好这些技巧，让我们在演奏中更有自信。



第四段：演唱技巧的提高

学习乐理不仅能够帮助乐器演奏者，更是对于唱歌有很大帮
助。乐理中包括了声音的控制和发声，包括了共鸣的调整和
发音的选择。对于有强烈音乐兴趣的人，坚定学习乐理将会
更有利于他们的声乐发展，使他们能在歌唱中表现出色。

第五段：结语

总而言之，乐理课堂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它不仅是学习音乐
最为基本的一项技能，同时也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乐器演
奏技巧和音乐唱法的一项必备技能。通过学习乐理，我们可
以更好地理解音乐中的元素和分析曲目，从而让自己在音乐
世界中更好地表现。

乐理课心得体会篇四

在 李成平老师对我们教师声乐的培训中，我颇有心得，下面
谈谈我的一点学习体会。

学习声乐懂得在唱歌中声乐技术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在培训
期间我懂得了声音的艺术、正确的唱歌的姿势、歌曲乐器的
三要素和歌唱的呼吸等等。

我深深的体会到声乐艺术很要时间来打磨。它不但要有兴趣、
要有科学的发声方法、要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还要
求你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综合素质，甚至具备内敛和张扬
的性格。我越发觉得，声乐就像是登山，登得越高越困难。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巨大而持久的耐心。
但到具体连声时或唱歌时，总会出现一些气息不知如何用，
喉咙不知道如何打开，歌唱不自然等现象。对我这个初次接
触声乐的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困难，但我一直在
稳稳地迈着每一个脚步，并且依然享受着整个过程中的喜怒
哀乐。这其中一定和李老师出色的教学是分不开的。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歌唱时无论自己心情如何，在歌唱
的那一刻也要努力做到“微笑”的心态，这是作为一个歌唱
者始终应该做到的第一件事。另外，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
精神状态和内在修养。

还记得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对着那么多人演唱并且还得到熊老
师赞扬时的狂喜，还记得第一次跟李老师上完课，回到家听
到自己的声音竟然是那么的干涩难听时的落寞和失望;还记得
第一次通过正确的方法找到共鸣和基音时的畅快和踌躇满志。

这次来进修学院进修给我带来的提高真是太大的,让我的专业
技能和音乐素养都有了进步,更重要的是,我学会如何去学习
了,我相信在我以后的教学中,在进修学院里学到的知识将使
我和我的学生们受益匪浅.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回到学
校以后我会把我所学都用在培养下一代学习声乐孩子的身上,
希望能为提高我们当地声乐教学水平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我
会把我对进修学院的感谢之情化作我工作的强大动力!

最后要特别感谢李老师，是您让我触摸到了声乐，是您让我
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丰富多彩，是您让我找到了自信，是
您让我明白自己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好每一件事情。

乐理知识课心得体会篇4

乐理课心得体会篇五

教学内容：三和弦、七和弦

教学目标：了解三和弦与七和弦的基本概念，能够进行转位。
熟练辨别三和弦与七和弦。

重点：辨别、构成三和弦与七和弦。教学步骤：



教师讲解有关和弦的基本知识。

1、和弦与分解和弦。构成和弦

以某一音为和弦的指定音，构成所要求的和弦，必须牢记各
类和弦的结构形态，也就是要记往和弦的根音与和弦的三音、
五音、七音的音程关系。如果以某音为和弦的根音，构成原
位和弦，按各类和弦的结构特征，直接进行三度叠置即可。
这一点，前文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如果以某音为和弦的三音，构成原位的和弦，可先向下三度
找到一个音级，按和弦的性质，判断这个三度应是大三度还
是小三度，这样就可确定和弦的根音。再在这个根音的上构
成所需的和弦原位。如以d1为和弦的三音，构成大小七和弦，
先向下找一个三度，由于大小七和弦是以大三和弦为基础，
根音与七音为小七度的和弦，因而，三音与根音应为大三度，
这样可确定根音是bb，再以bb为根音构成大小七和弦即可。

如果以某一音为和弦的五音，构成所需和弦的原位，也要先
按和弦的性质与结构，向下寻找根音，再在根音上方构成所
需和弦原位。如以d1为五音，构成减七和弦的原位，则先向
下构成五度，在谱上找到g的音位，根据减七和弦的性质与结
构特点，五音应与根音呈减五度关系，这样，根音应为＃g。再
以＃g为根音向上构成减七和弦原位，如果以某一音为和弦的
七音，构成所需和弦的原位，也要先按和弦的性质与结构，
向下寻找根音，再在根音上方构成所需和弦原位。如以a1为
音，构成小七和弦的原位，则先向下构成七度，在谱上找到b
的音位，根据小七和弦的性质与结构特点，七音应与根音为
小七度关系，这样，根音应就是b，再以b为根音向上构成小七
和弦原位。如果以某音为和弦的三音，构成所需转位的形式
和弦，也应先按上述方式找到和弦的根音，先构成原位和弦，
再根据所需和弦转位形式的低音形态，转换成所要求的和弦
转位形式。如以d1为三音，构成大小七和弦的第一转位，就



应先确定和弦的根音为bb，再以bb为根音构成原位和弦，由
于和弦第一转位应以三音为低音，因而要将bb向上八度转位，
使d1为低音。

以某音为和弦的五音，构成所需转位形式的和弦，和以上道
理一样，先确定根音，再构成原位和弦，决定低音形态，转
换成所需和弦。如下例以#f1为五音构成小七和弦第三转位，
第三转位七音为低音，所以将七音a1向下八度转位，变为低
音，得到所需的和弦：

采用不同的记谱方式，具有不同的和声意义，但实际音响相
同的两个和弦，互为等和弦。与等音程的构成一样，等和弦
也由等音变化而来。

2、和弦音的名称

根音三音五音

3、协和和弦与不协和和弦

纯一、四、五、八、大小三六度、4、和弦的原位与转位

5、等和弦

二、和弦及其转位

三和弦的转位。

以根音为最低音的和弦叫原位和弦，如果以三音、五音或者
七音为最低音的时候叫做和弦转位，这种和弦称做“转位和
弦”。和弦转位以后根音、三音、五音、七音的名称不变，
仍用阿拉伯数字标记。谱例1：

三和弦除了根音以外，还有两个音（三音和五音）因此它可



以有两个转位，以三音做最低音，叫做“第一转位”，以五
音做最低音，叫做第二转位。三和弦的第一转位后有了新的
名称，叫做“六和弦”。这是因为做为最低音的三音此时与
根音（最高音）的关系是六度，因此得名“六和弦”，在记
谱时仍用阿拉伯数字6做标记。

谱例2：

”。

谱例3：二、七和弦的转位七和弦的转位，原理与三和弦是一
样的，只不过七和弦除了根音以外，还有三个音，因此，七
和弦可以有三个转位。

”。“第三转位”是以七音为四和弦”，标记是这样的“最
低音，这个转位的名字叫做“二和弦”标记是这样的“2”。

别外对七和弦与三和弦以示区别，那么原位的七和弦用阿拉
伯数字“7”来标记。

谱例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