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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的融合途径 
刘甜 

（Sangmyung University  韩国首尔  03015） 

摘要：声乐不仅是一门发声艺术，更是供人欣赏的艺术活动。在声乐表演过程中，表演的成功与否，除声乐演唱完整立体之外，

还需要注重情感的表达，使音乐更具感染力，歌曲艺术效果更佳。对此，具体分析声乐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的关系，了解二者融合

的重要意义。结合大众审美需求，探索声乐演唱中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融合的路径，提出具体的实践策略，以期为声乐表演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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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声乐表演中，表演者的情绪、形态、表情，都是影响艺术表现力

的主要因素。而声音表现力，以及整体呈现的艺术效果，决定声乐表演

成功与否，其在表演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而在实际的表演中，很多演唱

者过于重视技巧的应用，而没有关注声乐艺术的表现力，不能融合发声

技巧与音乐表现，使声乐作品缺少灵魂，声乐表演不具有艺术魅力。针

对这种普遍存在的问题，将声乐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融合，将声乐表演

中的情绪、形态、动作，与歌曲表达的情感相靠近，使歌曲更具生命活

力，让观众在倾听的过程中，能够受到音乐的熏陶和感染，使作品更为

立体。对此，具体分析声乐发声技巧和艺术表现融合的方法，通过二者

的配合，达到以歌动人的目的。 

一、声乐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的关系 

声乐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而艺术情感的展

现，需要演唱者熟练掌握发声技巧，在演唱的过程中，将形态、表情、

动作，与歌曲的旋律、情感基调、主歌曲情绪无限靠近，使歌曲的表演

更具生命活力，让观众在欣赏表演的同时，感受到作品内在的力量。从

这一个角度来看，声乐表演中的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 

一方面，艺术表现是提升声乐发声技巧不可缺少的音乐元素。社会

的不断变迁，人们审美需求的快速变化，使声乐这项艺术活动，逐步成

为高端的艺术表现形式。而针对人们审美需求，通过音乐节奏、旋律、

音色的配合，使声乐表演更为饱满，艺术情感的抒发更加细腻。因此可

以说艺术表现是提升声乐发声技巧的重要因素，利用声乐表演抒发情

感，是声乐表演的根本目标。另一方面，能够利用声乐技巧，实现更为

完美的艺术表现。在声乐表演中，表演者通过调整因素、音调、生意高

度，完成对不同作品的差异化表达，形成高低起伏、充满活力、内容丰

富的演唱作品，能够教音乐作品背后蕴含的情感更为准确地传达给观

众，是声乐技巧，成为音乐表现的一种途径。此外，不同审美需求的观

众，对声乐演唱的感知和体会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表演者了解声乐表

演的目的是传达情感，在演唱过程中结合歌曲内容，进行准确的表达，

形成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利用音乐技巧优化情感展示方式，使音乐与情

感真正的融合，观众在欣赏声乐表演的同时，更为主动的接受情感熏陶，

引发内心的情感共鸣，使声乐表演达到声、情、形的融合与统一。 

二、声乐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融合的重要意义 

声乐作为利用声带发声的艺术，清晰的咬字、合适的呼吸、恰当地

控制，保持多个共鸣器官的相互配合，是声乐产生明亮动人音色的保障。

在声乐表演中，演唱者如果不重视发声技巧的应用，容易使声乐表演缺

少专业性，歌曲的表达没有应有的情绪，整个声乐作品容易呈现出单调

的感觉。而如果演唱者过度关注发声技巧，而忽视情感的表现，则容易

表达较为刻板和生命，很多音乐节奏无法衔接，难以达到以情动人的目

的。只有从声乐作品本身出发，了解作品中蕴含的发声技巧，以及声乐

表演见的要求。更为正确使用发声技巧的同时，把握作者所表达的中心

思想，借助声乐技巧展示独特的情感，才能够使演唱深入人心，给人以

良好的感官体验。 

这就需要声乐表演者在以及演唱之前，分析作品内涵，了解作品的

创作背景，明确作品的情感基调，确定声乐表演的重点。在表演时借助

发声技巧，传递真实的情感，利用情感带动观众，实现演唱者与观众情

感上的汇通，并在音乐技巧的配合下，真正的做到以歌动人，以歌感人。

与此同时，需要了解观众的情绪，根据观众情绪的变化，调整声乐技巧，

使听众能够被吸引至演唱环境中。在参与声乐表演的过程中，找到声乐

艺术的灵魂所在。并在现场音乐所烘托的环境中，受到表演者情绪的带

动，并借助相似的体验，实现对创作经历的翻阅，使听众在欣赏音乐的

过程中，能够产生真实的体验，并在情感的交流互动下，观众带来前所

未有的喜悦感，达到声乐表演更高层次的艺术效果。 

三、声乐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的融合途径 

（一）通过训练呼吸技巧把控发声节奏，有效提升艺术表现力 

通过掌握良好的呼吸技巧，能够有效把控声乐发声节奏，提升声乐

演绎效果，更好地实现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有机融合。为此，应高度重

视，加强对呼吸技巧的严格训练，引导其能够借助呼吸技巧，合理把控

发声节奏，使最终声乐演唱所呈现的艺术效果达到最佳。其中，声乐演

唱中短促、急促地呼吸，能够使聆听者体会到更多紧张的感觉，而缓慢、

舒缓的呼吸，则会让聆听者放松身心沉浸在声乐艺术表演当中。因此，

演唱者必须要紧密结合自身所需演唱的声乐作品，具体节奏变化、情感

表达需求和特点，合理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将呼吸声很好地融入到歌

曲表演当中，作为一种辅助声音，来使整体声乐情感表达更加传神和深

入。在具体训练中，可通过引导声乐者熟练掌控自身所需完成的歌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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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熟知不同音段、环节可能产生的高低音，来做好针对性训练，合理

安排好呼吸的快慢节奏。并综合考虑声乐作品的情感、音色、音律、音

阶等内容，做好整体呼吸规划，如长呼吸适合运用到抒情的艺术表现类

型当中；急促呼吸适合用于激情的艺术表现类型当中。通过做好呼吸规

划，能够更好的优化声乐艺术表现外部特征，增强艺术表现力。 

（二）重视加强不同发声部位训练，提升声乐演唱艺术感染力 

腹腔共鸣、鼻腔共鸣等是声乐表演者必须要具备的一种声乐发声技

巧，而不同发声部位所呈现的艺术表现效果也有所差异。主要是因为对

不同发声部位的控制，主要受器官本身影响而呈现音节梯度高低不同的

效果，在不同发声部位中融入多种表演元素，能够更好地丰富整体声乐

演唱含义，进一步实现声乐表演艺术价值的升华。为此，必须要重视加

强不同发声部位的训练，引导演唱者合理掌握不同发声部位的具体发声

技巧以及艺术表现方法，合理控制多种发声部位，来切实提升声乐艺术

表现效果，增强艺术感染力。在具体实践中，可引导声乐演唱者加强腹

腔与鼻腔的相互共鸣训练，引导其紧密结合声乐作品本身所想表达的具

体意境，对其具体所需要的发声部位要求进行合理判断。比如，部分情

感较为低沉的声乐歌曲可选择低音进行演唱，而有的情感较为欢快的歌

曲，则需选择高音演唱。而不同频率的声乐演唱对不同发声部位的要求

也有所差异，必须要合理把控不同频率的声乐演唱特点，针对性加强发

声部位的训练，如做好鼻腔共鸣训练，或是做好腹部发声部位的训练，

才能更好地把控细节处，实现歌曲专业性表达。另外，不仅要做好发声

部位的训练，还需严格控制发声频率，若是没有在发声部位转换中，合

理控制发声频率和呼吸，很有可能会导致跑调或破音的情况发生，严重

影响声乐演唱效果，无法达到声乐表演的艺术要求。为此，可鼓励演唱

者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相互训练、点评、聆听彼此在转换发声部

位时，其发声频率以及呼吸变化的控制效果。找出问题处，使表演者能

够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并改正，让整个声乐表演的艺术性更加强烈。 

（三）注重加强发声音准的训练，增强声乐发声艺术表现效果 

在声乐演唱活动中，咬字清晰、表达明确、自然流畅的发声音准，

能够有效提升声乐发声艺术表现效果，增强声乐演唱舒适感，更好的引

起观众对作品的情感共鸣。为此，在声乐发声技巧训练当中，为更好地

增强演唱者艺术表现力，实现发声技巧与艺术表现有机融合，必须要重

视加强发声音准的训练。帮助演唱者精准掌握发声音准技巧，合理调控

自身咬字音准，进而达到最佳艺术表现效果。在具体实践中，声乐发声

音准技巧的训练，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音调的音准，另一方面

则是发生过程中的咬字音准。其中，音调的音准训练主要需要通过紧密

结合，具体需要演唱的声乐作品乐章内容，合理安排音调音准训练。在

音调音准训练开展前，明确要求演唱者必须要熟读乐章内容，明确掌握

每一乐段的音调音准实际情况，并按照实际情况，对滑音等内容进行具

体规划，保证做到滑音流畅、自然。针对咬字音准训练，则需要根据声

乐作品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不同乐段、内容，进行层次化训练。比如，将

咬字音准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要求演唱者在表演过程中必须要

咬字清晰，采用标准普通话，少数民族歌曲以及民歌等类型的声乐作品

除外。第二层次则需要深入分析声乐作品中的情感因素，合理把控声乐

作品情感表达，提前做好情感规划。只有融入情感因素，做好情感表达，

达到声情并茂的声乐歌唱效果，才能更好的动人心弦，提升声乐艺术表

现效果。为此，必须要引导演唱者，无论是针对美声唱法、民族唱法还

是通俗唱法，都必须要在咬字过程中做到声情并茂、以情带声，发挥演

唱者想象能力，做最大努力在咬字的音准和发声位置中产生共鸣。然后，

在咬字过程中适当放宽，或者是特意采用模糊音对发声技巧进行艺术处

理，如一些不具备具体发音音准的高音部分尾音，可采用“啊”“咦”

等语气动词来模糊替代，达到发音技巧与艺术表现融合的目的。第三个

层次为字正腔圆的咬字吐字训练。连贯流畅的字音、形象生动的语言以

及优美动听的歌声，是表达歌曲思想内涵、艺术色彩，提升艺术表现效

果的重要内容。必须要引导演唱者科学运用并掌握正确的吐字咬字技

巧，做到字音准确、清晰吐字、字头咬准有力、字腹延长不变形、字尾

收声归韵到位，才能真正做到字正腔圆，更好的提升艺术表现效果。 

结语 

总而言之，声乐表演作为声带发声为主的艺术，需要在表演中利用

发声技巧，完成音乐作品的展示，并融合情感，使外在表演和内在的情

感相融合，达到以歌动人的目的。然而，艺术表演的方式是多样化的，

人们的审美需求和观念也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声乐表演合理利用发声技

巧，并以作品的本身感情基调为基础，将发声技巧作为载体，在演唱过

程中升华艺术表现，将声乐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作品更具艺术感染

力，声乐表演自身得到观众的认可。 

与此同时，加强音乐呼吸技巧、发声部位、音准训练，不断提升表

演者的发声能力，借助音乐发声技巧展示音乐情感，提升声乐演绎效果，

使歌曲有着更优质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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