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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是人们通过歌唱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有非常深厚的历

史底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通俗传唱的民歌逐渐演化为不

同流派的歌曲，常见的经典歌曲、热门歌曲、情歌、民族地

域特点的歌曲等等，尤其是网络技术及自媒体智能手机普遍应用

后，随着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开发应用，群众性的歌唱网红层

出不穷，在唱法、技巧、乐感等方面，给受众的艺术印象远

远胜过专业歌手，因为声乐主要是通过人的声音演唱，以声带

振动为主，辅之以口、鼻、舌等器官对气流的调控，来实现

歌声的连续、悠扬、高低等特殊效果。这些人的“器官”所

特有的音乐优势功能，不是通过培养就能产生的，因此，艺术

院校声乐教学的难点，近几年来与时俱进，越来越多。艺术院

校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而设置相应的专业，声乐也因男、女分

别有高音、中音、低音的不同，唱法上有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

声唱法等等。如今网络时代，原生态唱法又一炮打红，唱法、技

能的创新，艺术情感表达形式的发展，使艺术院校声乐教学面临

着机遇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条件下，适应群众性不断提

高的艺术欣赏的需要，充分发展每个学生的优势特长，克服各种

困难，创造丰硕的成果，使众多声乐系的学生都成为家喻户晓、普

遍喜爱的“歌唱家”。

1  目前艺术院校声乐教学普遍存在难点

1.1教学内容的单一性与学生声带发展的多元化需求相矛盾

一般情况下，艺术院校声乐系或者声乐专业，都是围绕一定

的教学目标组织教学的。每个班级的学生，就个人的声带特点和

技巧把握来说，各有各的特长和相对不足。在统一标准内容的教

学、培养和训练过程中，有的学生得到了发展，有的学生就可能

没有“收获”。以男高音的美声唱法教学为例，有的学生天生声音

高亢宽大，声带发声的自然效果与美声唱法效果不协调，而且通

过指导也无法纠正，教学效果就难以提高；有的学生声音洪亮，但

因缺少磁性，在歌唱时，显得声音单薄，不浑厚，无力度的情况，

也给美声教学提出了挑战；有的学生歌唱发声时“跑风漏音”，自

然声带闭合不好，给美声教学造成了很大困难；有的学生口腔发

声大，体腔共鸣不足，使美声效果难以发挥；有的学生声大气短，

气浮根浅，唱出的声音穿透力不足，震撼力不强，也不是美声学

习和训练。由于课程教学的目标、内容、教学方法都是围绕美声

唱法进行的，因此学生的自然声带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基础和关键

因素。这些因声带与发声不适的情况在教学中很常见，使声乐教

学效果难以提高。这些难点在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较为突出，使

教学计划与教学方法很难执行，形成教学与学生艺术个性化培养

的脱节，往往无法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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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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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形象表达与技能训练难以统一的矛盾

艺术院校的学生，尽管都是艺术生，在中学阶段也曾有过声

乐训练史，有一定的声乐技能基础，但是，进入高等院校开始进

行较为专业的学习，对于每个学生来说，必须掌握较为专业的训

练技能，全面提高声乐素质，才能进行专业的声乐表演。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如何教会学生控制体腔共鸣，声带、口、鼻、舌、腹

腔的相互协调，正确处理演唱中的呼吸和发声，以及共鸣与咬字

的协调关系，这不仅仅是教师通过讲授就能把技能全部传授给学

生的，需要学生结合乐理知识，观察教师示范的动作、肢体等无

形语言，进而领悟、把握歌唱状态需要的情感、技巧。由于学生

初学声乐阶段，专业素质较差，对教师教学过程的形象表达难以

完全理解，不能应用到技能训练上，教与学的矛盾一时难以克服，

因而教学效果不强。以女中音教学为例，女中音是声乐教学的内

容之一，主要是以女性的声带生理特征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歌唱风

格。女中音的歌唱特点是气息饱满、音调深沉、爆发力强，需要

女生声带宽厚，口腔较大，舌长喉深，身高等特征，满足气流在

腹腔、胸腔共鸣管道较长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视唱

和肢体及面部语言，引导学生处理高声区与中声区的关系，把握

下滑低音区，上行高音区的控制度，保持声音饱满、音色光亮、音

量适中、柔顺、轻松、自然的特征，懂得应该在什么地方呼吸，怎

样呼、怎样吸、怎样吐、哪儿是共鸣腔等这些抽象的、摸不着、看

不见的演唱声乐技巧，教和学难以统一，形成声乐教学的难点。

1.3情感表达与歌曲作品共鸣的矛盾

唱歌是情感的表达，或欢快，或低沉，或高亢，或平淡；演

唱者通过音调、旋律和举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艺术院校的

声乐教学就是通过唱歌，让学生找到灵感，体验情感的表达。在

教学中，演唱方法和技巧训练相对容易，而培养学生提高歌曲情

感表达的能力成为难点，主要是学生在歌唱时不能正确处理歌曲

作品与情感表达的矛盾，因而成长过程较慢。比如《怀念战友》是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最经典的插曲之一，当年雷振邦为了寻

找创作灵感，多次攀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冰山哨所实地考察和

体验生活，从一位班长在冰山上被暴风雪冻死还紧握钢枪守卫哨

所的钢铁形象中联想起边防战士们为祖国奉献一生的生动写照。

《怀念战友》就从无限深情的笔下奔泻而出，真实的情感成就了永

恒的艺术经典，2005年这首歌被评为中国百年电影金曲。这首歌

演唱中，深沉兼顾敬畏，豪迈蝉联悲悯；是艺术修养和音乐素养

的有机统一。教学中，学生真正理解了故事、理解了人物，理解

了奉献精神，才能用歌声把情感一一表达出来，目前的大学生大

都是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生在阳光下，长在蜜罐里，那种“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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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与奉献”精神仿佛与他们很遥远，因而，相对于这类歌曲来

说，情感表达就成为教学难点。

2  形成艺术院校教学难点较多的诸多因素

2.1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限制了因材施教的多样性

艺术院校的声乐系或者声乐专业都有固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

设置，而声乐发展培养特点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天赋和声

带、体腔特征是有区别的，技能培养不适合课程设置与教学计

划的统一性发展规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偏向张三，就

忽视了李四，适应了王五，就放弃了赵六，在正常的教学过

程，每个学生的优势特长是不能够全面培养的，产生了较多的

技能教学难点和素质修养难点，使学生基本掌握理论知识，难

以提高艺术水平。

2.2 经费不足，技能训练受限制

艺术院校不是声乐院校，相对于其他专业和系别来说，声

乐学习基础条件主要是人的声带、口腔、体腔等，比起器乐专

业的学习，需要的教学设备少，训练场地少，在学院经费有限

的条件下，一般资金投入优先支持发展器乐设备，相对忽视了

声乐教学的设备需求，因而，学生的因材施教和技能训练受到

不同程度地限制，造成学生个性发展教学的实际困难，难以提

高教学效果。

2.3 学校、教师的教学优势与学生的素质发展不一致

艺术院校的声乐教学是针对声乐表演方式的不同设置相关专

业的，以中央音乐学院为例，在声乐歌剧系中设置了专业基础

课与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主要教学音乐理论知识，专业课则分

为音乐与演唱、重唱、合唱、表演基础等 8 大内容。由于生

源来自四面八方，每个人的素质特长各有千秋，学生选择学习

专业时，不可能与自身素质培养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学校教

研科室的艺术优势或者特长，教师的特长等，不可能适合每个

学生的个性优势与艺术特长的发展，因而，造成教学过程中出

现一些难以处理的难点，师生的配合远远不够，教与学不能相

长，良好的师资作用难以发挥，较好的学生素质基础不能较好

发展，造成专业不专，声乐素养培养不够的情况。

3  突破艺术院校声乐教学难点的原则

3.1 地制宜，因材施教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声乐艺术教学必须围绕学生的艺术特

长。把“天籁之音”发扬光大就要根据院校的声乐教学基础条

件，结合学生的素质，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把学生分成专业

学习小组，按照独唱、重唱、合唱以及各个唱法中的男女高

音、男女中音、领唱等以此划分；师资力量允许的院校，还

可以根据通俗唱法、美声唱法、流行唱法、及民族唱法将学习

小组进一步细化分解，力求院校优势、师资优势与学生的素质

发展实现完美的统一。例如，哈尔滨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声

乐教学围绕学校声乐教育打造教学品牌；一些高等师范院校声乐

教学突出师范特色，还有的高等院校突出民族特色等等，大都

体现了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对突破教学难点起到了

关键性的作用。

3.2 教学方法灵活机动，多元化发展的原则

学生的音乐素养不同，就业志向有别，音乐基础各异，突

破教学难点必须使声乐教学方法灵活机动，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

法，更加切近学生学习的需要。比如，发声方法教学，呼吸

换气教学，体腔共鸣 教学等等，充分利用视唱、音阶等多种

方法纠正学生演唱中存在的不足，提高科学发声的演唱技巧，

使口、舌、咽、胸、腹形成协调联动、共同作用，强化演

唱的艺术效果。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发展优势，充分利用计

算机、网络自媒体的演播平台，指导学生进行实践训练，注册

自己的账号，定期更新作品，通过真唱、多唱，练习演唱基

本功，使一些成功的演唱技巧不断创新，形成艺术特色。

3.3学以致用的原则

艺术院校培养人才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的精神生活

需要歌唱家来丰富，歌舞剧院需要歌剧演员表演，学校需要音

乐教师教学唱歌，如此等等；围绕社会应用组织教学就能突破

许多教学难点，歌唱就是为了表演，就是为了表达情感，按照

学以致用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不同的特长和爱

好，可以到少数民族区域参加节日活动，可以到一线城市的艺

术长廊、街头演唱，也可以到中小学校教中小学生唱歌等等，

在实践中，学生会发现演唱中存在的缺陷，因此不断练习，提

高演唱技能，进而实现质的飞跃。

4  化解艺术院校声乐教学难点的具体举措

4.1 增加投入，强化艺术院校声乐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参照发达国家高等院校声乐教学的设施建设的成功模式，艺

术院校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社会资金支持，完善声乐教学

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标准琴房、练歌间的建筑面积，满足所有

学生的练歌需要；增加声乐教学辅助教学的器乐设备数量，使

学生有充足的发声练习参考器材；院校可以与社会力量携手办

学，增加学生校外的实训场地和展示才能的机会，一方面解决

了办学条件的困难，化解了教学难点，同时，提高了学生自觉

学习的积极性和探究学习的能力，拓宽了学生学习的平台，创

设了新的学习环境，也强化了教学质量。

4.2 创设环境，培养学生的演唱兴趣

声乐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演唱能力和演唱水平，学生对专

业学习有浓厚的兴趣，教学效果就会得心应手、事半功倍，一

些草根歌手和网红，都是因为对唱歌有浓厚的兴趣、加上自身

的天赋，才得以成功。比如，山东的大衣哥、河南的草帽姐、

抖音上的守山大叔和养蜂人阿明等等；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必须创新教学模式，将开发学生的兴趣放第一位，打破课堂教

学的框框，多渠道的开辟学习途径。学校保障学生的学习时间

和自我学习方式，教师可以在手机的网络平台上指导学生。可

以去车站、码头、广场站位演唱，可以参加各类歌唱比赛。在

实践中，纠正呼吸方法的缺陷、发声器官认知的不足以及发声

方法的错误等等并加以积极引导、督促鼓励，使学生不断提高

演唱水平。

4.3打造一流教师队伍

音乐无国界，随着国际间的交流日益广泛，艺术院校可以

聘请国际演唱大师到学校任教，提高教师队伍的水平，强化教

学能力的全面提高，满足声乐教学的实际需要。

5  结语

艺术院校声乐教学存在诸多难点，但我们只要抓住关键问

题，坚持不懈地解决，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随着时代的发

展，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是解决一切问题

的关键所在，因此，不同的艺术院校必须立足实际需要，不断

探讨研究，才能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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