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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声乐教学在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会对学生的专业能力产生较大影响。在新形势下优化声

乐教学方法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所以需要深入研

究如何创新声乐教学，如何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提高

学生的声音掌控能力。

1.播音与主持专业及声乐教学概述

1.1 播音与主持专业

播音与主持专业是广播影视类的关键专业，以培养

具备专业基本知识与技能，能够从事广播电视播音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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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专业人才为主要目标 [1]。提升该专业的教学质量不

仅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可以为相关行业提供支持，

因此需要高度重视这一专业的教学工作，不断调整教学

方法，继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2 声乐教学

声乐即利用艺术语言与嗓音塑造良好的听觉形象。

在播音与主持专业开展声乐教学主要是为了训练学生的

声音，提高学生对声音的掌控能力与表现能力，让学生

利用专业知识与技巧开展播音与主持工作。

2.播音与主持专业声乐教学的重点

2.1 共鸣腔体

人体当中一共有三个共鸣器官，即胸腔、口腔以及

头腔。传统的声乐演唱灵活应用了各种共鸣腔体且对头

腔共鸣进行了深度应用 [2]。而播音与主持在发声过程中

多应用口腔与胸腔共鸣，与传统声乐演唱有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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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进行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声乐教学时需要着重讲解

如何从头腔共鸣转变为口腔共鸣与胸腔共鸣。

2.2 咬字发音着力点

在声乐演唱发音过程中需要上抬软颚、放松舌根并

放松下巴。但在播音与主持的发音过程中需要用嘴唇中

央的三分之一处用力，将发音的着力点提前 [3]。所以在

教学时需要着重讲解如何将发音的着力点靠前。

3.播音与主持专业声乐教学方法

3.1 灵活应用计划教学法

应用计划教学法可以增强声乐教学的计划性与条理

性，使声乐教学更符合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特点及要求，

因此教师需要灵活应用计划教学法。首先，在播音与主

持专业开展声乐教学主要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发

声习惯，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声音，因此教师

应根据教学目标制定计划，增强声乐教学的针对性。其

次，教师需要明确计划重点，例如在制定发声教学计划

时需要将气息控制、共鸣感觉训练等内容当作计划重点，

使声乐教学更具备播音与主持特色，从而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 [4]。

3.2 灵活应用理论教学法

理论教学法在声乐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可以巩

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因此教师需要根据播音与主持专业

的具体要求开展理论教学。例如，教师可以讲解声乐知

识在播音与主持中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且

需要讲解一些基础乐理知识，让学生对声乐形成基本认

知。同时，为了优化教学效果教师应全面分析学生需求、

科学选择乐理知识，通过基本音符、休止符等知识帮助

学生构建知识框架，让学生通过后续学习不断完善框架

体系。

3.3 灵活应用实践教学法

在新形势下，企业对播音与主持人员的实践能力要

求较高，所以在播音与主持专业中开展声乐教学需要灵

活应用实践教学法，让学生掌握更多的技能与技巧。第

一，加强基础发声训练。基础发声训练涉及到诸多内容，

例如气息、共鸣、口腔控制等方面的训练。首先，气息

可以为发声提供动力，与声音强弱、虚实等诸多因素有

直接关系，在进行气息训练时需要让学生掌握胸式呼吸、

腹式呼吸以及联合呼吸等方法，从而让学生调整自己的

气息。且需要开展系统性的音阶练习，让学生感受到自

己气息的变化 [5]。其次，共鸣在发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所以教师需要讲解不同共鸣腔体的作用、说话共鸣与歌

唱共鸣的区别并让学生练习不同共鸣腔体的应用方法。

再次，口腔状态会对播音与主持效果产生较大影响，应

让学生进行提笑肌、挺软颚、打开牙关等方面的练习，

从而扩大口腔共鸣的空间，使口腔发声更加自然。此外，

播音与主持对音域的要求较高，学生原本的音域无法满

足实际要求。教师应根据学生自身的音域特点进行针对

性训练，从而扩展学生的音域。例如，可以进行自然音

向低音区、低音区向高音区的过渡训练，让学生感受到

声音的低沉与高昂，使学生对音域形成全面认知。第二，

加强视唱训练。视唱训练是声乐训练的基础，教师可以

根据乐理知识组织视唱训练，让学生准确把握发声的节

奏、调式。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当前较为流行的歌曲以

及乐理知识中的节拍、节奏、调式组织视唱训练，提高

学生对声音的把控能力。第三，加强声乐演唱训练。规

范地演唱歌曲可以实现音质的改善、音色的美化以及音

域的扩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所以教师应通

过有效手段开展训练。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

对声乐作品的理解进行声乐演唱并在演唱时进行语调的

处理。

3.4 灵活应用鉴赏教学法

鉴赏教学法是声乐教学的常用方法，可以增进学生

对声乐作品的了解并提高学生的二次创作能力。在应用

这种方法时需要科学选择声乐作品，之后带领学生聆听

作品、了解作品，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例如，教师可

以与学生共同聆听民歌、戏曲、西方声乐作品并在聆听

的过程中分析作品发声方法、音域、节奏等方面的特点，

让学生根据声乐作品调整自己的发声习惯。

3.5 灵活应用分层教学法

声乐教学较为抽象，教学难度相对较大。且不同学

生的理解能力与领悟能力不同，因此教师需要应用分层

教学法，使教学活动符合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首先，

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及播音与主持水平将学生

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其次，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制定不同层次的教学方案，明确不同的教学目标与教学

内容，从而补齐不同学生的短板，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法。例如，在进行视唱训练时可以让学习能力

较强的学生进行完整作品的练习，让学习能力较弱的学

生练习作品的部分片段，促进学生的共同进步。

3.6 灵活应用翻转课堂教学法

信息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且与教育的结合越来越深入。

翻转课堂教学法作为二者结合的产物为声乐教学提供了

新的手段。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的是翻转课堂教学法重

新调整了课堂内外的时间且更尊重学生的自主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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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师应调整课前、课堂以及课后的规

划，充分发挥这一教学方法的作用。首先，在课前教师

可以从网络中搜索一些声乐教学视频或自己录制一些视

频，让学生利用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观看视频，了解

教学重难点。其次，在课堂上应做好答疑解惑工作，帮

助学生解决课前学习过程中的问题，且需要加强实践训

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此外，需要为学生布置一些

作业或任务，让学生根据所学知识完成任务并将任务完

成结果上传至线上学习平台中。例如，在进行音域教学

时可以先通过视频讲解音域的基本知识，在课堂上加强

音域训练并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完成相应的任务。

3.7 灵活应用互动式教学法

互动式教学法指的是在与学生沟通互动的过程中传

授知识、解决问题，可以使声乐课堂更加活跃，所以教

师应通过有效手段打造互动课堂、营造轻松愉悦的教学

氛围。一方面，教师应科学设置互动场景，创设更多的

互动机会。例如，在进行声乐演唱训练时可以组织声乐

演唱比赛，让学生迅速融入到课堂当中。另一方面，教

师应主动与学生沟通交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指导，拉

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例如，在进行气息教学时可以多

观察学生的呼吸状态，指出学生的错误之处，让学生正

确感受并调整自己的气息。

3.8 灵活应用小组合作教学法

加强小组合作教学可以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

让学生在思维碰撞的过程中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巧。教师可以将学生划分为若干小组，让学生与其他

组员共同完成任务，提升学生的配合能力 [6]。例如，在

进行声乐演唱时可以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小组，让每一

个小组选择合适的演唱作品并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完成

演唱任务。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

声乐创作，让学生在创作过程中感受不同的气息、共鸣，

从而提高学生的声音控制能力。

4.结语

在新形势下，播音与主持专业学生面临的社会竞争

越来越激烈，只有不断提高声乐教学质量才能够增强学生

的竞争力。所以应不断调整教学、优化教法，通过计划教

学、理论教学、实践教学、鉴赏教学等方法调动学生参与

声乐教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优化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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