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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水平、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欣赏

艺术、学习艺术和创造艺术的氛围也愈演愈烈，随处可见的少

儿艺术培训机构，不断上升的艺考大军，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剧

院走进画展等，这些现象说明人民在物质基础逐渐满足的情况下

开始对精神世界进行探寻，在2014 年 10 月15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进行了文艺座谈会，这真可谓是文艺界值得庆幸的大事，艺

术的发展将会迎来更广阔的天地。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声唱法也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人喜欢和学习，但在众说纷纭的学习和教学

环境中，笔者发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情况，尤其是有些学生或爱

好者们在学习了多年后，感觉还是和美声唱法的真谛有着很遥远

的距离，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学习美声唱法时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个好的开始可能会让学习者少走很多弯路，希望这篇文章能对

众多学习者们能有一定的帮助。

美声唱法源于意大利，它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广泛的流行，

是因为它不仅有着迷人的声音，还有着非常科学的、系统的训练

方法，但在学习中经常见到由于声乐教师和自身学习的局限性，

让很多学习者处于缓慢进步或者偏离歌唱真理的轨道上，其中有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础，地基是高楼的基础，根是草木的基

础，那么学习美声唱法的基础是什么，下面将对学习美声唱法的

基础进行总结:1.对于任何一门艺术学习形式不得不谈的就是天

赋，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问题，在美声学习中对天赋的要求

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有一个完备的发声器官和优等的嗓音条件，

其次还要有一个准确的音高概念，再次要对音乐有敏锐的分析能

力，后两者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有所改变，但第一个要求是必不

可少的；2.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习任何知识都是如此，不仅要

让兴趣变成一种热爱，更要让热爱变成一种习惯，让不断歌唱的

习惯变成一种永恒，正如戏曲中的“曲不离口，拳不离手”；3.声

乐艺术是一门抽象的学问，笔者是不太赞成自学，所以一个好的

专业老师就显得至关重要，声乐学习上方向要比速度重要的多，

如果方向不正确学习的过程不得法，那将会南辕北辙，结果会不

尽人意，所以老师的作用可想而知，很简单的道理假如老师本身

开启美声唱法学习之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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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美声唱法在我们国家快速发展，同时在最初开始学习美声唱法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从歌唱天赋、兴趣、
艺术欣赏、学习方向、学习实践等方向进行阐述问题和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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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清楚，学生怎么可能清楚；4.声乐艺术首先是听觉艺术，这

里的“听”更多指的是欣赏，学习音乐有一个会欣赏的耳朵是尤

为重要，同样的一段音乐在不同人听来是不一样的感受，欣赏的

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耳朵要仔细的去辨别音色、音乐的线条、艺

术的处理、歌者对字的塑造、不同歌唱家版本的对比等等，方法

就是多听多对比多思考，这对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有着很大的帮

助，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歌唱家所说的最好的老师是歌者本身，在

欣赏学习中自身占主导地位；5.学习声乐不仅是在学习发声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学习一种文化，现实中很多学习者只对声音有兴趣，

每天都在研究如何把声音问题解决，对歌词及其文化背景和时代

背景全然不顾，这很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对于16、17世纪的作品

是几乎用不上“关闭”等技术的，唱莫扎特、罗西尼等作曲家的

作品和演唱威尔第、马斯卡尼等作曲家的作品从技巧到音色、力

度、戏剧性等都有所区别，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声音只是为音乐

服务而不是声乐艺术的全部；6.学习声乐艺术是时间的艺术，

见过太多人想急于求成，从而打不牢基础，初学者一开始就唱大

的作品，这对于学习者的嗓音、技术以及艺术的发展都是极其不

利的，会缩短歌者的艺术寿命，笔者建议从发声基础和古典艺术

歌曲入手，好处是不用多余的蛮力，不破坏歌者的嗓音，解放歌

者的喉咙及喉外肌，形成良好的歌唱习惯，培养艺术修养，为以

后打好坚实的基础。

学习美声唱法要形成一个整体的思维方式，要在不断的学习

中调整，用整体去调整局部，用局部去带动整体，切记片面的看

问题，要不断的辩证对待问题，才能脚踏实地的走向声乐艺术的

自由王国。希望以上建议能够帮助更多的声乐学习者，希望能够

得到前辈和同仁们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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