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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师声乐皆由特定课程进行教学，而该课程通常以培养学生

声乐表演技巧和相关乐理知识为主，主要由歌唱、音乐鉴赏、

乐器、视唱练耳、基本乐理等内容构成。而声乐二度创作能力

则指向歌唱者对原声乐作品进行理解与赏析，随后再将自身演唱

技巧和审美理解进行融入，通过二次处理将该首歌曲重新展示，

如此形成二度创作。二度创作质量，对声乐演唱作品最终艺术

感染力有着决定性作用，只有高师学生基本功扎实，才能在进

入育人岗位后发挥自身音乐基本素养。

1  声乐演唱二度创作的重要意义

声乐演唱属于文化交流、休闲娱乐、陶冶情操以及获取经

济收益的形式之一，与此同时也属于一种欣赏力极强的艺术表现

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社会群众对其要求较高。而从表现形式

讲，声乐演唱主要以表演者肢体动作和表情作为媒介，将不同

声乐作品中所包含的创作意图和主旨内涵对群众进行传递，而受

众群体则通过演唱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动加上自身生活经验从而获

取良好的听觉感受。因此想要深入打动受众群体各项感官，在

保证声乐作品质量同时也要求演唱人员具有极强的二度创作能

力。对声乐审美构成分析发现，为形成审美感动首先应由创作

者提供一首高品质的声乐作品，其次则是由表演者进行二次艺术

呈现，最后由乐曲欣赏者进行倾听，以此达到情感共鸣，在三方

共同创作之下从而达成审美目的，在此过程中演唱者处于主要地

位，其原因则是在具体表演环节有着承上启下作用，因此演唱人

员是对演唱曲目立意和内涵深入理解，并且确保演唱技巧运用正

确、主体情感能够充分诠释，以此将声乐演唱表现魅力加以展现
[1]。对于该类型院校声乐教学来说，二度创作能力是培养学生

传情达意、声情并茂演唱的重要基本功内容之一，也正因二度创

作能力重要性及其影响作用，高师声乐教学对于该项基本功培养

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2  高师声乐教学中二度创作能力培养策略

2.1加强对声乐作品熟悉程度

2.1.1了解声乐作品风格、时代特征及创作背景

声乐艺术作品可将社会风貌以及时代精神充分反映，以《松

花江上》为例，该声乐作品背景主要为日本侵略进攻中国东三省

后致使东北地区逐步沦陷，诸多东北同胞无奈之下只能被迫存活，

此时心中极为悲苦怨愤，需要爆发和宣泄，正在此政治背景和情

绪之下，张寒晖通过该歌曲将自身郁结、不甘和无奈之情充分表

达。因此为在高师声乐教学时引导学生对其进行二次创作，可通

过多媒体设备将该音乐时代背景下所发生的故事采用视频形式对

学生进行播放，加强悲愤交加的共鸣心态，并为高质量二次创作

提前精心准备与铺垫，以此保证学生在具体演唱环节则能够更好

的将国家归属感以及爱国情怀全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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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熟读歌词，准确发音

声乐演唱前，演唱歌手应做到对该曲目全面了解，由此在演

唱环节才能对其准确诠释，因此高师声乐教学为强化二次创作能

力，应在具体教学阶段引导学生对歌曲旋律以及歌词内容加以熟

悉，进而能够轻松演唱。首先，歌词阅读，读准歌词是声乐演唱

的基本要求，因此课堂教学环节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歌词反复朗读，

并且在朗读阶段应精准掌握不同词句及歌词的声调变换，一旦遇

到生僻词语，或对该字词存在一定疑问时，必须通过查阅字典等

方式将该问题进行解决，切勿因自身懒惰或怕麻烦而在歌词发音

上含糊其辞[2]。当全部歌词朗读通顺后，则要求学生熟记歌词

与歌谱，这一阶段教师可要求学生在视谱同时记忆该声乐的主要

旋律，如此进行反复训练，直到该首歌谱能够默记于心，并可

以快速将其旋律进行书写和填词。最后则是唱准旋律，带全体

学生对歌谱能够熟练记忆后，教师可引导学生尝试进行演唱，

而在具体演唱同时需注意自身节奏和乐感，确保歌曲节拍、节

奏和音高皆能演唱准确，从而使乐曲演唱足够连贯和完美。

2.1.3精准控制呼吸转换

高师声乐教学环节所演唱曲目作品，大部分作品中歌词句子

皆与旋律乐句相同，掌握起来较为容易。但也有部分声乐作

品，歌词句子与旋律乐句气口有不一致现象，该现象主要在外

国作品中较为常见，通常该现象主要表现于在歌词句子中换气口

处于旋律乐句的某一节拍中间，该情况通常会给演唱带来较大困

难，容易造成换气失误或断句不合理等问题，而针对这一问题教

师应引导辅助学生群体对该首声乐作品特点进行分析和了解，加

强学生对该教学难点予以足够重视，并针对此演唱难度进行重复

性训练，从而使高师学生在演唱阶段能够准确安排演唱气口，精

准掌控呼吸转换。

2.1.4充分借鉴作品原唱

高师声乐教学所选取的各种作品曲目皆是被一位或多位歌唱

家所成功演绎过的。因此在教学环节，教师应将歌唱家原唱对学

生进行播放，并让学生仔细聆听和学习，学习和借鉴该歌唱家的

声乐二度创作经验。特别是针对由多位歌唱家所成功演绎的声乐

曲目，针对这类作品教师应强化其教学作用，因歌唱家之间演唱

风格差异性较大，因此授课环节教师应针对这一特点引导学生对

不同原唱演绎风格和歌唱方法进行反复倾听、对比和分析，从而

更好的领悟二度创作技巧和经验，并以此加强个体专业能力。

2.2强化范唱，激发学生歌唱欲望

于学生而言，在高师声乐教学环节聆听教师范唱极为重要，

当教师引导学生对歌词进行分析后，作为声乐教师应找准时机进

行示范演唱，促使学生群体在教师范唱环节能够强化自身感受，

随之激发起演唱欲望，但在示范演唱环节教师应确保演唱完美，

一旦在该过程中教师表现力较差，不仅无法调动学生演唱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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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会使声乐教学结果大打折扣，因此则要求教师在声乐教学时

要长期保持良好的演唱状态，对自身教学方法也应不断创新和改

进，但也并非全部声乐曲目皆需要由教师进行范唱[3]。在针对

教学难度较大的作品时，教师则可适当选择阶段性范唱并增加演

唱技巧，以此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并加强其感官体验。

2.3巧用正确音乐发声技巧

培养学生声乐演唱二度创作能力，高师声乐教师应明确发声

技巧运用重要性，教学阶段要引导学生群体在面对不同声乐曲目

或同一声乐曲目的不同演唱环节时，应采取不同气息控制技巧和

咬字吐字技巧对其进行表达，并通过音色、速度、力度变化、

音准和音域处理等将不同演唱风格和情感进行表现。例如在演唱

情绪较为激昂、节奏强烈的声乐曲目时，应注意吐字清晰、咬

字有力、归韵到位，气息需要做到饱满而结实；而在演唱情绪

奔放热烈、节奏欢快轻松的声乐作品时，则需注意吐字轻快分

明、咬字清晰、坚决避免拖泥带水、节奏拉长等问题，气息

需要流畅且自如；而对抒情委婉的声乐作品演唱时，应明确该

类型作品节奏通常较为舒缓，应时刻注意咬字吐字连贯而柔和，

并且气息需长期保持平稳。而在面对同一曲目不同演唱环节时，

通常在主旋律演唱时气息能够做到将每一个字精准且清晰送出，

从而将歌词词义清晰传达；而在演唱旋律深情且节奏细腻的声乐

部分时，应确保自身气息足够绵长且轻灵；而对于高潮部分演

唱时，演唱者气息应能够将每一个字韵母拖住，使其丰满而足

够延长。

除此之外，在演唱速度处理上教师也应引导学生加以重视，

明确其在声乐二次创作中也占据重要地位。首先，快慢关系，

在演唱节奏较快的声乐曲目时，学生心中需具备稳定节奏感，

时刻做到快而不乱、将节奏稳定性充分突出，注意节奏旋律的

稳定和连贯，若在演唱环节过于抢拍，必然会破坏全首曲目节

奏；而在演唱较为缓慢的曲目时，则应加强曲调流动感，演唱

环节要保持慢而不滞，否则会使演唱效果呈现沉重而呆板的状

态，进而使该曲目丧失其表现力和魅力。其次，强弱关系，声

乐曲目中强重音通常是为对作品情感表达而设置，因此在演唱强

音时，应对高位置发声、弹性气息加以利用并将吐字、咬字技

巧加以结合，从而更好的进行演唱，在此过程中需特别注意的

则是，高师声乐教师应让学生明确强重音并非大声喊叫，而是

应通过科学的演唱技巧和发生方式进行演唱，否则过于强硬演唱

只会影响其艺术美感[4]。但在声乐歌曲创作中，通常强音仅有

少数几个用于表达强烈情感而已，大多数皆会采用中等音量，

有时也会应用弱声音进行演唱，但与强音相比，弱音演唱要求

更高，弱音并不意味音量放小，相反，弱音高位置要比强音高

位置演唱难度更大，并且在情感表达阶段，有时弱音效果呈现

效果比强音更为感人，因此强重音控制需严格掌控。最后，乐

句强弱走向，通常弱起强收、弱起弱收、强起弱收是其常见走

向方式，不同的乐句强弱走向在演唱方式及情感表达上都有一定

差异性。以弱起弱收为例，该乐句走向由于起因和收音皆处于

弱拍或中弱部分，但其中间必然涵盖至少一个强拍，也正因如

此，通常会形成“渐强再渐弱”或“渐弱”，该类型节奏演

唱在收音阶段一定要放轻语气。在《我的祖国妈妈》曲目内

“你听见吗”这几句歌词，皆是弱起弱收，通过该节奏演唱将

对祖国的眷恋之情充分表现。而强起弱收，该类型节奏具有一

定推动力，由于起始音处于强拍，这种节奏通常会超于一小

节，用于表现强烈且肯定的语气，《我和我的祖国》这首声乐

作品中的全部语句皆是该类型节奏，旋律和歌词对位极为整齐。

在具体演唱阶段，正确的对字头喷口进行运用，可将感情

强烈程度充分体现。《黄河怨》作品中有一句歌词“你要替我

把这笔血债清还”，而其中这“血债清还”几个字应加强喷

口，确保有足够力度，才能将该歌词中所表达的愤恨情绪进行

准确诠释。而要想保证在声乐演唱中喷口掌握较好，在日常学

习过程中，高师声乐教师则应引导学生进行针对性训练，舌、

喉、齿、牙、唇等部分在发音准备时，则要对力量积蓄在一

瞬间之内，将气息精准输送到应有部位，使演唱阶段每一个字

都能有足够弹性和分量，且能够对其灵活运用。声乐演唱效

果、旋律、节奏、歌词顿挫皆是影响关键，并且重点乐理知

识中都充分说明演唱讲究抑扬顿挫，一旦高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缺少其训练，必然会影响自身二度创作能力养成，因此为避免

学生在声乐演唱时缺少声音表现力，在教学阶段，教师一定要

引导学生对曲目行腔进行研究，并合理运用节奏快慢及强弱，

确保自身演唱主次分明、起伏明显。

2.4注重声乐作品高潮展现

在声乐作品中情感表达最为强烈之处则是该首曲目的“高

潮”所在，一般高潮部分皆是声乐作品中的主旋律音，因此在声

乐演唱环节，针对高潮几部分进行二度创作十分重要，该部分时

值通常具有一定长度，当然有少部分曲目中也会较短。而在声乐

作品中，高潮部分通常会有几种不同情况，高师声乐授课阶段，教

师应引导学生对其全面认知[5]。首先，高潮出现在声乐作品结

尾处或与结尾处相近的地方，这种情况较为常见；其次，则是出

现于歌曲中间，《父亲》这一作品中高潮之处则是“我的老父亲我

最疼爱的人”；再者则是整首声乐作品中无高潮之处，这种情况也

极为常见，该类歌曲旋律微微起伏，无较大波动，例如《二月里

来》；最后，则是一首曲目中包含多个高潮，针对这一类型作品，

在演唱环节应分清主次，将高潮部分重点突出。实际高潮演唱方

法众多，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不同声乐作品选择“突然切住式”、

“渐进式”和“高潮弱声唱法”等，例如，突然切住式，这一表现

手法主要是在高潮演唱部分戛然而止，其演唱具有较强感染力；

渐进式，演唱者自身声音力度和感情应随着乐句逐步进行加强，

直到所演唱曲目的最高潮之处；高潮弱声唱法，该表现手法较为

特殊，通过对其正确运用，反而可以将情感表达更为强烈。

3  结论

综上所述，声乐的二度创作可有效增加作品表演感染力，

因此高师声乐教学需对该项能力培养加以重视，并在具体授课环

节通过各种针对性训练，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让其掌握过硬的

二度创作技巧和知识，并以此达到提高声乐教学质量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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