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32024 年第 6 卷第 11 期 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科研

高校古典萨克斯管专业教学中颤音的运用研究
郝少晖

（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萨克斯管作为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乐器，其音色独特且富有表现力。在古典萨克斯管演奏中，颤音的运用是提升音乐表现力

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然而，在高校古典萨克斯管专业教学中，颤音的运用却往往成为一大难点。许多学生在学习和掌握颤音技巧

时遇到了诸多困难，如节奏感把握不准、振动频率控制不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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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管作为一种备受青睐的乐器，在古典音乐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其中，颤音作为一项技巧对于提升音乐表现力和艺术感

染力至关重要。然而，在高校古典萨克斯管专业教学中，学生常

常面临颤音技巧的挑战与困难，例如节奏感不准确、振动频率控

制不当等问题。因此，本文旨在深入研究高校古典萨克斯管专业

教学中颤音的运用，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以期提高学生的颤音技巧水平，推动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通

过系统的教学设计、强化技巧训练和丰富艺术实践，我们将助力

学生更好地掌握颤音技巧，展现出优秀的音乐表现力，为古典萨

克斯管教学质量的提升贡献力量。

一、颤音的定义与分类

颤音，作为音乐演奏中的一种重要技巧，特别是在古典萨

克斯管演奏中，其运用对于提升音乐表现力具有显著作用。颤音，

顾名思义，是指在演奏过程中，通过下颌的微调使得音符产生

细微的、连续的音高变化，从而营造出一种富有动感和生命力

的音乐效果。这种音高变化并非随意或无序的，而是需要在演

奏者的精确控制下，以一定的频率和幅度进行，以达到增强音

乐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目的。自然颤音是一种音高的搏动，其音

色或音量形成相应的速率波动，发出的乐声具有丰润感与柔和

感。西肖尔·卡尔（Seashore·Carle）博士认为良好的自然颤

音是各种因素以一定幅度与速度搏动形成的效果，能够让乐声

更加流畅柔和与悦耳。萨克斯的声音具有自然性，其有着特定

的颤音技巧。

常见的颤音类型包括音高颤音、强度颤音等，其中音高颤音

是指在演奏过程中，音高产生细微而连续的波动，通过改变音符

的基本音高，为音乐增添了动态和色彩。音高颤音的运用可以根

据乐曲的情感和风格进行调整，使音乐听起来更加柔和、圆润，

或者富有激情和张力。在古典萨克斯管演奏中，音高颤音的运用

尤为常见，演奏者通过下颌的收缩改变哨声的振动频率，帮助演

奏者更好地表达音乐的内在情感和意境。颌式颤音氛围窄颤音和

款颤音，其中窄颤音在音乐演奏中起到修饰作用，而宽颤音则更

富有极强，适合有力动感的曲目演奏。强度颤音则是指在演奏过

程中，通过改变音符的音量强弱、气息压力的大小等来产生颤音

效果，使音乐更具层次感和立体感，该方法常用于先锋派作品演奏。

其分为“喉式颤音”和“腹式颤音”，其中前者通过喉部肌肉收

缩产生气流搏动变化形成颤音，后者则是通过腹部肌肉收缩使横

膈膜在胸腔和腹腔产生搏动改变气流变化形成颤音。强度颤音可

以根据乐曲的情感需求进行灵活运用，例如在表达激动、热烈的

情感时，可以适当增加颤音的强度，使音乐更具感染力；而在表

达柔和、宁静的情感时，则可以适当减弱颤音的强度，使音乐听

起来更加柔和、舒缓。

二、高校古典萨克斯管专业教学中颤音的运用价值

颤音作为一种重要的演奏技巧，对于提升演奏者的演奏水平、

增强音乐表现力以及深化对古典音乐的理解都具有重要意义，将

其应用到专业教学中具有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有利于提升学生演奏水平。通过学习和掌握颤音技巧，

学生可以更加自如地控制气息和手指动作，使演奏更加流畅、自然，

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音乐节奏和旋律变化，提高演奏

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二是能够增强学生音乐表现力。颤音是古典萨克斯管演奏中

的常见表现方式之一，将其应用到表演过程中能够更好修饰声音，

利用音符规律性提升音乐作品的品质，让音乐发声在整体音色上

产生一定改变，使音乐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通过微妙的音高

变化，颤音能够表现出音乐中的情感起伏和动态变化，使听众更

加深入地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三是有助于学生深化对古典音乐的理解。颤音作为古典音乐

演奏中的一种重要技巧，其运用往往与音乐作品的风格、情感和

内涵紧密相关。通过学习和研究颤音在古典音乐中的运用，学生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音乐作品的内在含义和艺术价值，从而提升

自己的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

四是促进学生音乐技巧的全面发展。颤音作为一项高难度的

演奏技巧，要求学生在气息控制、手指灵活性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

通过在专业教学中运用颤音，可以促使学生综合运用各种技巧，

提升他们的音乐技术水平和综合表现能力，实现技巧的全面发展。

五是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个性。颤音作为一种灵活多变的演

奏技巧，可以根据个人的风格和表现意图进行巧妙运用，使演奏

更富个性化和特色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索颤音的不同应用方

式，帮助他们形成独特的音乐表达风格，培养其音乐表现个性，

提升舞台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通过以上几点运用价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高校古典萨克斯

管专业教学中，颤音技巧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不仅可

以提升学生的演奏水平和音乐表现能力，还可以促进其对古典音

乐的深入理解，全面发展音乐技巧并培养音乐表现个性，为学生

未来的音乐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三、高校古典萨克斯管专业教学中颤音的运用问题

萨克斯管颤音技巧的掌握对师生来说存在差异性，在传统教

学中，教师往往告知学生需要进行长时间练习，技术水平够了便

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波动颤音，在传授颤音技巧方面存在不足，制

约着学生在音乐表现方面的提升。在练习过程中，学生过度关注

颤音，过于追求颤音的效果，而忽视了音乐的整体性和内在情感

的表达。过度关注颤音不仅可能使演奏显得机械和生硬，还可能

影响学生对其他重要音乐元素的掌握和运用，不利于学生艺术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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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水平与艺术底蕴的提升。再加之，颤音的运用需要学生在掌握

基本节奏的基础上，进行细微的音高变化。然而，由于节奏感的

不稳定或对颤音技巧的掌握不够熟练，学生在演奏中往往难以准

确把握颤音的节奏感，导致演奏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了音乐的

整体协调性。颤音的振动频率和强弱是影响其效果的关键因素。

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初学者无法把握颤音的节奏感；部

分学生在演奏过程中过分追求颤音效果，忽略了乐曲原本的节奏

感。由于控制技巧的不足或缺乏足够的练习，学生在演奏中往往

难以有效控制颤音的振动频率和强弱，使得颤音的运用显得生硬

或不自然，影响了颤音本身的效果，对整个演奏的流畅性和表现

力造成负面影响。

四、高校古典萨克斯管专业教学中颤音的运用策略

（一）完善教学顶层设计，坚持循序渐进原则

科学系统的教学设计能够提升学生颤音水平，帮助学生更好

掌握颤音技巧，为获得良好教学效果，促使学生在有限时间内获

得良好练习成果，教师可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将萨克斯管教学与联

系进行优化。首先，体现教学差异性。教师应学生的个体差异和

学习进度，量身定制适合学生的练习计划。通过合理的分配练习

时间、设置阶段性目标和选择多样化的练习曲目，我们可以帮助

学生更加高效地掌握颤音技巧。教师应定期对学生的练习情况进

行反馈和指导，及时纠正错误，确保学生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其次，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则是确保学生颤音

技巧稳步提升的关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从基础技巧入手，

逐步引导学生掌握颤音的基本要领。随着学生技能的提高，教师

可以逐渐增加练习的难度和复杂度，挑战学生的极限。循序渐进

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提升颤音技巧，避免

因为急于求成而导致的技能倒退或学习瓶颈。最后，注重采取多

元化教学方法。为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可以

结合实例演示、小组讨论和互动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颤音技巧。比如组织音乐比赛和演出等活

动，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学习

动力和自信心。坚持循序渐进原则，能够逐步提升学生颤音技巧

水平，促使学生在古典萨克斯管演奏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打下坚

实的基础。

（二）强化颤音技巧教学，提升学生颤音水平

音乐是一门复杂且优美的艺术。在萨克斯管教学中，教师应

注重强化对颤音技能的教学，深入剖析颤音技巧的内在规律和特

点，确保自己对颤音技巧有深入的理解和熟练地掌握。在此基础

上，教师可以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明确颤音技巧的教学方法，

确保教学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

针对性教学。教师将颤音按照种类进行细化，针对性锻炼学生颤

音技巧。比如开展唇颤音演奏教学，要求学生保持良好的口腔环

境，感受口腔内气息的微弱变化，从萨克斯音色中分析气息与音

色的关系，保持气流的均匀，让学生通过控制嘴唇肌肉掌握颤音

技巧。开展腹式颤音技巧教学，引导学生控制腹部肌肉，通过发

出“huhuhu”“hahaha”等声音感受腹部发力，控制呼吸气流大

小变化，形成不同音高形式。开展颌式颤音技巧教学，此技巧相

对较为自然，对学生来说比较容易掌握，教师可借助节拍器辅助

学生训练，比如调整学生口型，促使学生保持呼气的均匀与口型

的不变。引导学生用从下往上的下颌往返运动调整音色，提醒学

生注意控制颤音质量。该技巧掌握后，教师可适当加快颤音的频率，

将练习的音拓展到高音区或低音区。针对滑音技巧练习，滑音是

萨克斯管颤音的基础技能，教师可着重讲解下滑音，引导学生在

保持指法基础上合理控制气流、嘴唇，让音高逐渐往下滑，在掌

握下滑音基础上让学生自主调整上滑音技巧，实现从声音最低处

向标准音高过渡，以此促进学生对颤音的掌握。二是颤音基础训

练。教师应注重颤音技巧的基础训练，包括气息控制、手指动作、

口型调整等方面的训练。通过反复的练习和打磨，帮助学生建立

起扎实的颤音技巧基础，为后续的演奏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系

统的教学方法和科学的训练手段，帮助学生全面掌握颤音技巧，

从而在古典萨克斯管演奏中发挥出更加出色的表现。此外，教师

还可引导学生分析经典曲目中的颤音运用，促使学生理解颤音在

音乐中的功能和作用。三是强化指导与反馈。教师应定期对学生

的颤音技巧进行评估和反馈，通过评估了解学生在颤音技巧方面

的掌握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教学计划和训练

方案，通过反馈鼓励学生继续努力，指出他们在演奏中的不足和

需要改进的地方，帮助他们不断提升颤音水平。

（三）丰富艺术实践形式，增强学生专业自信

萨克斯管是一种风格与形式多样的乐器，教师可通过组织多

元化艺术实践活动，让学生将所学颤音技巧引用到实际演奏中，

以此提升学生颤音运用能力，增强学生专业自信。比如教师定期

组织小型演奏会与音乐会等活动，让学生能够展示自己的颤音学

习成果，通过与其他同学和观众的交流互动，感受自己的进步和

成长，锻炼学生表演能力与胆量，提升学生演奏技巧。教师可带

领学生参加音乐比赛或音乐节等，此类活动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与

竞技性特点，能够让学生在比赛中接受挑战，检验自己的水平。

在参赛过程中，学生会强化对颤音技巧的练习，在表演中认识到

自己在颤音运用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和

提升。此外，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参与校际交流和合作演出等活动，

促使学生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交流学习，促使学生接触到不同

的演奏风格和技巧，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路，在实践不断尝试和

探索颤音的运用，从而加深对颤音技巧的理解和掌握。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古典萨克斯管是音乐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教师应

正确认识到颤音对演奏萨克斯管的重要价值，注重借助颤音教学

提升学生音乐表现力与艺术感染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优

化学生练习方式、强化颤音技巧教学以及丰富艺术实践形式等策

略的实施，有效提高学生的颤音技巧水平，增强他们的专业自信，

促进高校古典萨克斯管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为培养更多优秀的

萨克斯管演奏人才奠定坚实基础。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应不断探

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音乐教育需求，推动古典

萨克斯管艺术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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