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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学习声乐十多年，同时也是一名大学声乐教师，对声
乐教学有了一些设想。声乐这门课程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科
学性体现在发声技术技巧方面，而谈到艺术性，我认为不只是
艺术修养的全方位积累，更要重视的是表演者的创造性能力的把
控，这里涉及到教学上的话，我认为声乐教师的启发教学尤为
重要。自古以来，声乐传习都是运用口传心授的办法，在漫长
的教学中，教师的德行，审美，价值观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
生。我们学习任何课程都是要从基础学起，要学着循序渐进，
但我感受漫长的声乐学习过程，教师和学生在基础积累期，老
师容易偏重声乐技术技巧的讲授，形成知识的单向灌输模式，
而忽视对学生艺术性的启迪。所以我时刻要求自己认真，谨慎
的教学，一方面重视发声技术的物理原理讲授及训练，另一方
面更加要重视启发学生想象力的心智训练。我认为培养更好的人
格是教育者的追求，因为这是对社会最有益的奉献。我绝不否
认极具天赋的人更能在某些领域出类拔萃，但组成人类社会的大
多数才将是社会稳定，及更和谐共存的强大后盾。作为一名教
育者，有感任重道远，若想有所成绩，我认为从演唱能力，舞
台表演，艺术修养等方面以最高标准来要求学生，根据这个培
养目标，我对民族声乐在高校中范式改革有了一些思路。

1　确立较好的歌唱审美理念
只有具备较好的声音审美才能获得好的声音结果，所以声音

审美及较高的艺术审美都需要及早确立，并在此基础上要不断的
完善。我在开始教学的最开始阶段，第一步就是与自己所带的
学生集体开会，通过这种集中学习的方式，与大家分享什么是
好的声音，所应具备的是哪些条件，然后通过音频，视频的播
放，与学生分析好的歌唱家的演唱，以最直观的形式让学生感
受。在教学中督促学生多听多看国内国际上优秀的歌唱家的演唱
视频，不断强化学生对声音的审美认知。在教学中随时提问，
检查学生对发声状态的分析，以检验学生的审美能力。除了对
声音的审美辨识外，全面要求学生围绕声乐主科，关注其他姐
妹艺术，例如：文学，美术，表演，形体，造型化妆等。
以求到达全面提高审美及艺术修养。

2　技术基础训练
这一部分主要讲解发声原理：呼吸运动，声带闭合震动，

共鸣腔体的调节等科学的生理肌能运用。语言的训练：标准的普
通话训练。唇齿舌牙喉不同咬字着力点的准确性训练。对于学生
出现的发音不到位现象及时纠正，强化训练。台词的训练，提高
声音塑造能力，通过朗诵，吟诵，演讲等语言表达状态，拓宽学
生对不同作品的认知及表述能力。

2.1形体训练
在教学中适时的教授学生，舞台表演所需的手，眼，身，法，

步的各项肢体语言。多以老师示范，学生跟学为主。
2.2思维训练
这项训练可谓贯穿每一次整个教学的始终，它是教学法中最

重要及最关键的一项训练，以达到启发学生想象力的开发，实现
对学生内在真善美的良性引导。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给出确切
语言描述，启发学生按规定情景发挥想象力，并通过发声展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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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情绪或感受，根据具体情况给出建议帮助学生做到准确
表达。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自我设想画面或动态
画面，以声音为载体表现出来。最终呈现声心统一的演唱表演。

3　作品选择
由于学生能力水平有差异，作品选择方面一定是由浅入深的

选择，但无论水平怎样，歌曲类型的多样性及全面性，我认为
还是在学习初期就建议并指导学生去尝试。从古曲，艺术歌
曲，创作歌曲，民歌，歌剧选段等不同的额歌曲类型中，选
择一些难度适中的作品让学生练习演唱，以丰富学生的理解力和
表现力。例如古曲，它是以古诗词为载体的歌曲，最能展现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学生通过学习及演唱这类作品，对其文
学艺术修养提高有极大帮助，对其人格塑造，人生观的形成具
有潜移默化的良性作用。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实践能力，我会选择一些富有
表现力的，难度适中且短小的声乐作品，让学生学习且互相分
组进行排练，例如男女对唱，女生小组唱，男生重唱等形式。
通过安排任务，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编排，逐步突破自身欠
缺，学会与别人合作，增强实践性，即学到了作品，更全方
位的提升自我的舞台能力，同时还储备了丰富的节目成品。

4　交流恳谈会
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教师与学生的思想交流要及时且有深

度，教师要善于与学生形成深厚的信任关系，一方面对学生关
心呵护，在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给予他们及时正确的引导，
提点他们在学校生活中，及未来的社会中与人相处友善，乐于
助人，富有爱心，学会团队配合，及理智处理紧张人际关系，
保护自身。另一方面督促学生学业，并尽力引导拓宽学生视
野，分享一些好的音乐会，演出或文章给学生，让他们有感充
实而不是匮乏。为了加强交流，除了平时上课外，我认为在每
学期开学及期中，期末召集所带的全部学生开会，进行交流，
凝聚集体意识，确立新学期的目标及任务，为即将面临的新挑
战互相加油鼓劲，以求达到教与学的良好配合，实现教学效果
的不断提升。

5　结论
以上是我对民族声乐在高校中的范式改革思路的一些教学的

设计，从科学性方面入手加强学生的实际演唱技能，也从艺术性
方面，引导学生多元化的提升自我。声乐是门实践的学科，面对
不同的学生，出现不同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对于
民族声乐的范式改革，最终想实现的是人才的全面及丰满的培养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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