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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声乐教学中的情感引导 
——以《我亲爱的爸爸》为例 

于潜 

（烟台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264000） 

摘要：在我们的演唱中声更重要还是情更重要，这个话题在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是大家争议的话题，学生在高校的专业学习过程

中，随着声乐演唱技巧的提升，情感表达同样不可忽略。作为高校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将情感贴切地表达是检验教学质量高低的重

要标准之一。《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普契尼的歌剧《贾尼·斯基基》，作为女高音的经典曲目，既富有技巧性，又注重个人情感的

表达，因此本文将通过对《我亲爱的爸爸》教学中的情感引导分析，解决一些歌曲演唱中的困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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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表达在声乐演唱中的重要性 

演唱没有感情，不仅不能获得优美自然的歌声，而且也不能产

生深情自然的感染力，就如同孩子背书，僧人念经。声乐演唱如果

只有声，只是按照歌谱来唱，那就像乐器单纯的发音是一样的，但

是人的声音是具有感染力的，这是乐器所不能比拟的。同一首作品，

不同的歌唱家所表达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同一个音高就可以唱出

不同的韵味，就可以看出人声不同于乐器的独到性优势，那就是情

感，只有做到声情并茂我们才可以很好的表达作品。 

（一）声音是演唱的基础 

声音在声乐艺术表现中的重要作用：语言的准确性，准确的语

言表达，它的发音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歌曲思想内容表达的正确

性。演唱者演唱一首歌曲，如果要想得到观众的认可，就必须让观

众能够听清你所演唱歌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这样观众才能明

白你所唱的内容，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如果在歌唱中，语言不清

晰，就会给观众带来错误的理解。在高校声乐考试或声乐课中，经

常会听到有的同学声音条件很好，技巧也不错，但演唱歌曲中经常

唱错字，如：在《岩口滴水》中，这是一首方言歌曲，其中“涯”唱

ai,很多人没注意唱 ya ,就达不到作者想要方言表演的结果。这是演

唱者对歌唱语言不够重视，对自己演唱的歌曲不够重视，对不认识

或混乱的字不去弄清楚。这样，唱出来的歌声就不能够使听众所认

可，我们所要追求的优美动听的歌声就无从谈起。语言的歌唱性。

语言的歌唱性是歌唱者在表现音乐语言的时候通过声音的对比来

表现音乐形象。包括声音力度（音量的强弱）的变化、对比。通过

语言的音乐化不仅可以塑造音乐形象，渲染环境气氛，更主要的是，

引导学生表现音乐作品的思想内涵，使其产生艺术的魅力。歌唱者

演唱时就要用优美的声音把美景唱出来。这说明了语言的歌唱性是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语言的生动性，歌唱者在用语言表达感情的时

候，丰富的情感将会产生多样化的语言色彩，多样化的语言色彩是

由不同的语气、不同的音量、不同的音色构成的。歌唱者在演唱作

品时，运用多样化的语言色彩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塑造

形象，既是声乐作品对演唱者的一种表情要求，也是声乐表演的一

项重要手法。 

（二）表演是声乐演唱的核心 

表演作为声乐演唱的一个重要环节，演唱者是否能动情演唱，

或者是对作品因素的准确表现直接决定了演唱者的专业水品，由此

可以看出，情感表达应当是声乐表演的核心内涵之一了，从演唱者

的角度看，要想很好的把握住情感表现的实质，在表演过程中需要

加强情感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所谓情感性思维，指的是作为演唱的

主体—演唱者，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品情感内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

的审美体验和心理体验，呼唤起自己内心的情感，形成与作品情感

高度融合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在舞台表演中会尽力的释放出来，

从而做到作品情感与演唱者情感的合一。情感性思维作为一种能

力，不是每一位演唱者与生俱来所拥有的，而是通过多重的艺术实

践而获得的，总之，表演过程中，表演主体是有模仿到创造，声乐

表演艺术是复杂的创造性表现过程。必须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与

艺术修养，将自己的特殊性为基础。深刻揭示和完美再现乐曲中的

情感内涵，以深情、响亮而优美的声音，赋予作品鲜活的生命，将

与接受者的情感共鸣。 

（三）声情并茂达到演唱高境界 

歌唱是一个爱好歌唱的人表达自身情感最自然、最真实的一种

方式，也是人类用以反映现实生活，寄托思念与理想的一种艺术表

现形式，歌唱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歌唱的情感表达，“情”是歌唱艺

术的核心，“声 ”是歌唱艺术的本质。  

在声乐表演中，演唱也就是“声”，与表演传达的“情”，是密

不可分、血肉相连的两个部分，声乐表演艺术的创作过程要求演唱

者自身通过对作品的理解和体验，恰如其分的动之以情，从而以声

传情，以情带声，达到声情并茂的演唱效果。  

声乐表演是演唱者声乐技能和表演技能的全面展现，包括演唱

者对声乐作品的创作背景了解和把握、对创作风格的分析和体会，

对演唱技巧及演唱方法恰到好处的有效利用、对表演方法方式的合

理运用。同时，声乐表演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演唱者通过声音与

表演传达出作品的情感。通过情感表达来渲染气氛，感染观众，使

欣赏着内心情感产生共鸣，达到表演者与欣赏者情感和谐统一，从

而体现作品的价值所在。在声乐的表演过程中，“唱声”与“唱情”

有着不同的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相互溶化的过程。所以，在声乐表演的过程中，作为老师应该引导

学生从情感表现中、以情带声、以声表情、寓情于声。因为“声”

是基本功，没有唱“声”之功，也无法达到唱“情”的目的，声与

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使学生好好进行结合，做到声情并茂. 

二、情感表达的基础 

（一）正确的呼吸方法 

气息在歌唱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良好的气息支撑是歌

唱者对作品演绎完整度的保障，如同人说话有了底气一般。由于歌

曲中需要完成较多的乐句，以及对于速度、力度、音色的把握，所

以对呼吸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要求歌唱者应最大限度地运用身体的

机能以及呼吸器官的性能。在演唱前做好吸气准备，将身体站直，

两肩自然放松并打开，找好“打哈欠”的状态，使胸腔自然扩张，

空气随呼吸道进入身体，由横膈膜至腹部、腰部，都感受到空气进

入的张力，完成整个呼吸的状态。 

高校学生在声乐的学习和训练中，都要注意咬字吐字，注意声

音的圆润，所谓“字正腔圆”，还要注意气息的支撑，声区统一，

共鸣位置等等，一名优秀的声乐演唱者首先要以掌握好的基本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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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其次要掌握以下与歌唱有关的技巧和方法。首先：是呼吸。

发声是最基本的问题，唱歌与呼吸也是紧紧相连的，要声带与气息

相互结合，用丹田吸气，在意识中气要下沉，才会打通我们身体的

器官，才可以很好的呼吸。 

（二）应用科学的发声技巧 

发声就是要求学生头腔共鸣，用气发声，吸气：要像闻花瓣那

样吸入丹田。呼气：呼气的方法就是学生要利用横膈膜的力量，把

腰圈扩张的感觉一直保持住。缓缓的呼出气体。如果获得声音的高

位置，就必须放松喉头，内收下巴，这两个器官不能在歌唱中发力。

一般人唱高音都是靠挤压喉头发声的，这是错误的发声方法，不对，

也会损坏声带器官。应放松喉头，使之成为气息的通道，然后抬起

软腭，提笑肌(即保持微笑的状态)，使声音能通向鼻腔。到达头腔。

以此可以使声音更好听。  

（三）掌握作品的基本音乐元素：如节奏，速度等。 

基本要素是指构成音乐的各种元素，包括音的高低，音的长短，

音的强弱和音色。由这些基本要素是相互结合，形成 音乐的常用

的“形式要素”，例如：节奏，曲调，和声，以及力度，速度，调

式，曲式，织体等。构成音乐的形式要素，这就是音乐的表现手段。

节奏：音乐的节奏是指音乐运动中音的长短和强弱。音乐的节奏常

被比喻为音乐的骨架。节拍是音乐中的重拍和弱拍周期性地、有规

律地重复进行。力度：音乐中音的强弱程度。速度：音乐进行的快

慢等。 

(四) 观察生活，丰富艺术修养是情感表达的基础 

其实在我们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音乐，或是哲学，或是

其他，大大小小的学科发展都离不开生活，我们中国的歌曲，外国

的歌曲都是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语言，人文来创作的。所以我们要

在生活中留意细节，不断提升自己的内涵，来丰富我们的艺术修养。 

（五）演唱时要心灵的投入与真情的流露相结合 

演唱是真情实感的投入。指的是演唱者要具有很好的情感投入

能力，是情感转变能力，演唱者的本原情感与作品情感的结合就说

明了在演唱时要有着很好的情感投入。情感投入也不是生搬硬套，

逼着自己去进入到作品的情感氛围中，而是在不断的练习或者演出

实践中，自觉的投入进去。如在作品的前奏，间奏及尾奏中体会音

乐的色彩，或在歌词，创作背景及故事情节中捕捉准确的情感。所

谓真情实感就是要在完成角色转变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本原情感抛

弃，转化为作品中的情感，做到“角色即我”。然后把自己的心交

给作品，交给舞台，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这样多样性的情感综合。

情感性思维能力不是在单一的情感环境中培养出来，一名优秀的演

唱者，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作品都必须接触，情感的范畴包含了

喜、怒、哀、乐诸方面，任何一种情感范畴都是一个思维能力的内

容，因此这种能力的培养是多样性情感的综合培养，以便能够演唱

不同情感的作品。 

（六）正确了解作品风格及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每一首作品都有它的作者，作词作曲者，作者在创作作品时给

予了它生命，也是他想要表达的情感。比如：在聂耳创作的《义勇

军进行曲》，它出世在我们家国破碎，民不聊生的世道。他寄托了

作者无限得爱国情谊和对祖国的希望，所以我们在唱时演唱出那种

英勇，无畏，团结，坚强，为祖国可以牺牲一切的情感才可以。 

三、《我亲爱的爸爸》中的情感引导 

（一）创作背景 

歌曲《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普契尼的独幕歌剧《贾尼·斯基基》

中，在歌剧中，普契尼以高超的音乐技巧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

情感变化。将劳蕾塔塑造成一个为爱付出、可爱、善良的女孩，咏

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旋律极为优美深情，成为高校中女高音的必

备曲目之一，歌剧史上的经典旋律，也成为众多女高音歌唱家在歌

剧音乐会上的必唱曲目，是真实主义歌剧的最好体现。 

歌剧的创作是以人的思想为主体延展开来，它也像故事一样，

具有铺垫，展开，高潮，和结局。有序曲，宣叙调，重唱，合唱以

及咏叹调。这就需要演唱者做到情绪，情感，与作品结合，融入歌

剧中，带来更好地表演。其次：“我亲爱的爸爸”这是一首传唱度

较好较高的作品，这首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是短小精炼。感情细

腻丰富，旋律很优美。 

从演唱专业角度来看，这首作品美在演唱者高低音瞬间转换，

而且能良好的培养演唱者对情感的感知力。这首作品贴近生活，是

描写女主角恳求父亲同意她去追求幸福的故事，要求女高音演唱者

在演唱时情绪一定要到位，要深情，诚恳并且带着些哀求，要变成

剧中女主角，倔强，生动，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恳求爸爸帮忙，

并同意自己的婚事。到高音的时候第二句深情，柔情的唱，张开横

膈膜，气入丹田，打开头腔，带动肌肉，冲到高音。在下定决心的

时候，要表达坚持，诚恳，强势，威胁的态度，丹田发力，全身达

到激昂状态，完成作品。最后在安静下来，让人感到幽怨些，在深

情延长后，深吸气把这句唱完，温柔结束作品。 

（二）歌曲情感表达特点 

《我亲爱的爸爸》全曲旋律进行较平稳，婉转流畅，饱含深情。

歌曲第七小节出现八度的大跳进行，为平稳的旋律增添了多变的色

彩，也进一步提升了歌曲演唱的难度，成为歌曲中的“记忆点”，

增加了歌曲的表现力和张力。 

乐曲的前六个小节奠定了歌曲伤感的情感特点，旋律多为级

进，仿佛女主人公劳蕾塔在向听众缓缓诉说自己的故事，作为教师

应让学生在上课之前提前了解歌剧的内容，通过感受女主人公为爱

向自己的父亲哀求，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肯定和帮助的心情，体会

人物的艺术魅力，这样才能在演唱时将自己带入到情绪之中。 

乐曲第七小节出现了歌曲的第一个八度大跳，此处的处理如果

一味追求音高而忽略了情感表达，给予听众的感觉也是较为生硬的

和空洞的，应引导学生用情绪带动气息，进而用腹部气息的带动，

使高音避免出现偏低和声音发直的现象，同时应注重按照此处的表

情记号处理，做减弱渐强的处理。 

乐曲十五小节出现第二次的八度大跳进行，而后的多个小节均

为歌曲主题旋律乐句的变形处理，主题旋律的反复更突出了劳蕾塔

纠结恳切的情绪，感人至深，将演唱者带入到悲痛的情绪之中。此

处教师应向学生强调，演唱不应只刻画出劳蕾塔为爱献身的形象，

更有强调出她的坚定和执着，将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地展现给听众。 

结语 在声乐表演这一艺术活动中，“声”是很重要的，“情”

也很重要，怎样理解情，怎样表达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怎

样把握好“声”与“情’的关系，使声音与情感完美的有机结合起

来，达到“声”与“情”的有机统一，从而使演出达到的最好效果，

给予听众视觉听觉感觉完美的艺术享受。 

作为一名声乐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除了声乐技巧的训练

外，还应注重对学生演唱情感方面的引导，通过情感表达来渲染气

氛，感染观众，使欣赏者内心情感产生共鸣，达到表演者与欣赏者

情感和谐统一，从而体现作品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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