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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表演艺术中的情感表达与控制研究
陈莉霞

（郑州西亚斯学院 河南郑州 451100）

【摘 要】 在声乐表演中情感表达与技巧的控制十分重要，在演唱过程中，丰富的情感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好的欣赏。
声乐艺术是情感的表达，是人们情感的体现和抒发，在声乐表演活动中歌唱者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个
性，给艺术增添了无穷魅力。情感表达对音乐很重要，为能更精准、更好地诠释和表达声乐意境，声乐
演唱艺术中的情感表达可以情带声，以声传情。表演者通过技术以及肢体和锯断的处理来进行不同的情
感表达，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艺术享受。富含情感的歌唱表演可以更好地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还可以
引起观众更好的共鸣，把观众带入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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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乐表演中，表演不仅是纯粹的声音的技术，同

时也是表演者体态以及整体舞台的全面表达。在声音表

演的艺术中情感不仅是对技术的表达，同时也是更好地

带入表演者情感的体现，可以更好地引起听众对乐曲的

共鸣。由此可见，情感在声乐曲目的表演中有着重要的

意义。不仅可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还可以更好地引起

共鸣。传统意义上的声乐曲，只注重技术的表达，无法

让听众产生情绪起伏，同时也无法引起听众的共鸣，能

够称为声乐艺术的表演，是一定程度上情感与技术的双

重结合，完整的表演才能带给听众更好的享受。因此，

情感表达不仅可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同时还具有功能性

表达作用，能带给人们情绪的凝聚及发散。在表达中，

演唱者恰当的情感表达才能带给听众更好的感受。不同

的曲调有自身不同的情感处理，需要表演者对乐曲的内

容有正确得当的理解，对乐曲中不同的情感运用不同的

情感表达方式及技巧。

3  声乐表演中的情感表达具体方面

3.1 深入了解表演作品的表达情感
在音乐表演之前，表演者需要提前把握作品的主要

方面，所有的作品都具有的情感基调是相对稳定的，表

演者需要对此进行深入地了解。在演唱之前，需要有一

定的预习准备，需要演唱者在了解内容大概的同时，了

解作品的大概背景以及主要表达的情绪。同时对作者想

要表达的主旨，要理性的把握情感，不能太过于追求技

巧，同时也需要演唱的时候多把握实际情感，在追求声

乐技术的同时，不仅要对技术有一定的把握，还要注重

实际的音乐表达。在实际演唱的时候，需要结合实际的

情感以及表达，过于追求技术，则会导致整个演出表达

的内容会空洞、没有感情，失去传统的艺术价值，缺乏

蕴含的背景以及中心思想。仅仅只是声音上的技术的附

属品，失去了声音表达的魅力。把声乐曲变为简单的技

术的组合，而没有自身对情感的考量，将会变成声乐曲

的组合形式，失去声乐表达的意义。

声乐表演作为作为完整的艺术形式，不仅需要利用

声音，同时也要利用情感、身体等各方面来进行表达。

完整的声乐作品，不仅需要有扎实的基础，对声音的控

制、完善的技术体系、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和审美水平都

是声乐表演的共同表达。对一个完整的声乐作品来说，

不仅需要对声乐作品本身有具体的表达，同时还需要对

整个作品有完善的把握，特别是对情感的把握。演唱者

除了需要有丰富的情感，在表演过程中还要加入更多的

应用技巧以及情感，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艺术体验。

1  声乐演唱的相关概念及特点

对声乐演唱的具体概念来说，声乐演唱是通过演唱

者对自身发声器官的控制和气息的控制，以及与身体器

官的完美结合，所发出的相对和谐的声音。在声乐演唱

中，演唱者的音域高低、音色区别差异化又能进一步区

分演唱者的声部，在进行声乐演唱时，可以根据音区的

不同、人声的不同、氛围不同的不同划分。音乐高低可

以分为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中音、女

低音。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技巧分为花腔等不同的唱腔形

式。同时，不同演唱者音色不同，其表达出的演唱情感

更是在根本上依据歌词的原有意义进行演唱表现。因此，

根据歌词原有的高兴、悲伤、自豪等感情，演唱者在进

行表演的同时，需要通过自身的技术以及情感的结合，

通过肢体面部表情动作等共同完成整个声乐演出。以身

体的表达、声音的表达共同传递演唱者的情感，带入观

众情绪进行更好地表达。

2  声乐表演中情感表达与控制的意义

声乐表演艺术中，最关键的不仅是对音乐节奏的处

理，同时对情感的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表演组成部分。

表演者在音乐的情感表达上，可以带入音乐的主人公情

绪，设身处地地表达情感，自然流露的音乐形式也可以

更好地体会歌曲情绪，更能激发听众的情感，让听众体

会到音乐艺术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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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烘托现场气氛，抓住观众情感
在演唱的过程中，不是传统形式的演唱出来就可以，

在声乐表演艺术中需要和表演的观众进行互动，才能进

行更好地表达。不仅要注重对乐曲情感的准确表达，同

时还要注重肢体语言与观众的交流。在声乐表演中，声

音十分重要，情感表达也很重要。因此，在演唱的时候，

要更好地注重对声乐曲的演绎，情感交流不仅是对声音

的单方面的表达，可以在情绪表达到极致时，运用肢体

语言以及本身蕴含的情感与观众进行交流。可以适当的

停顿，或者是进行动作的表达，例如，在激昂快乐的情

绪之下可以适当的晃动、甩动手臂；在表达情感起伏平

缓时，节奏相对舒缓同时也可以借助技巧进行表达；在

没有强烈的动作表达的时候，可以相对的借助技巧来进

行情感的表达，更好地表达音乐真正的情绪，跟观众有

更好的交流互动。在交流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进行有效

的互动，将两种技巧的表达以及情绪的表达更好地融合，

保证观众了解音乐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展现演出者扎

实的技巧，把自身带入情绪中，进行自然的情绪的流露，

让观众听到作品本身的表达、自然的发展。在交流的过

程中，可以更好地促进观众对音乐的了解，在了解音乐

的同时，可以让听众更好地了解演出曲目表达的内涵，

理解音乐的情绪，完整的音乐表达可以更好地展示作品

内容，观众能对演唱者传递的情感形成更好的共鸣。听

众在观看演唱的时候，有互动的演唱可以更好地调动听

众的情绪，同时理解音乐表达的情绪。

3.3 提升演唱者自身音乐审美水平
音乐表演不仅需要把握传统的情感，同时还要更好

地把握技巧。同时，声音的情绪表达、节奏的起伏、音

色的变化、乐曲蕴含的技术需要情感的衬托，对音的把

握技巧可以有更好的情绪变化。例如，欢快的音可以进

行转音或者是延留音更好地表达乐曲的情绪。悲伤的情

感表达可以利用呼吸技巧，多利用气口以及换气点进行

不同乐曲的划分，给听众一种舒适的演唱方式，同时对

不同乐句的具体处理可以借助真假音的转换。通过这些

技巧，可以更好地实现情绪的传递。同时声乐作品的表

达不仅是需要建立在情感的基础表达之上的，扎实的基

础给人明亮的声音展现，同时技巧可以更好地实现情绪

的表达，通过呼吸以及乐句的处理，可以更好地训练演

唱技巧。不同的乐曲有不同的特点，可以抒发不同的情

感，演唱者需要不断精进自身对演唱技巧的把握、对气

息以及换气的掌握，以实现对声乐技巧更好的把握。

4  声乐表演艺术技术与情感的结合策略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精神“水源”。可以带给人们灵魂

的升华，精神的享受。音乐是慰藉人们心灵的魂，同时

也是寄托情感的媒介。声乐表演者要想把声乐表演变为

声乐艺术，需要的不仅是扎实的演唱技术，以及高超的

演唱水平，同时表演者的音乐审美水平也相当重要。在

声乐表演艺术中技术与情感的表达，就是传统声乐演出

的升华。把技术与情感结合，可以更好地带入观众的情

感，给予观众更好地抒发情感的时间。对演唱者来说，

观众的反映就是对演出最好的反馈，观众的掌声就是声

乐表演艺术中最好的情感表达。在一首歌曲中，不同的

曲调就是变化技术以及表演形式的选择项。不同曲调的

情感，可以更好地实现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在声乐表演

艺术中，表演者要学会体会观众的反馈，做出及时地调

整。在表演实践中，体会观众对音乐表演的反馈，观众

的情绪调动程度或是观众的动作等。表演者可以在演出

中适时调动观众的情绪，引起观众的共鸣，实现更好地情

绪表达。声乐表演艺术中的情感控制，太满可能会让观众

疲惫，过疏可能会让观众无法感受到音乐表达的情感。

5  结语

声乐演唱与声乐艺术需要有一定的界定，对声乐演

唱来说技术是先行者，需要有一定的基本功以及利用技

术的能力。对声乐艺术表达来说，只有更好的技术与情

感的表达，才能促使声乐表演者有达到一定的期望。声

乐表演者需要不断地努力，拓宽自身的视野，不断地训

练技术，实现技术与情感表达的结合；在生活中，需要

体会不同的情感，在不同的情境中切换情绪。对声乐艺

术来说，长时间的技术训练需要界定在情感表达的基础

之上，过度在意技术的训练可能会适得其反。适宜的情

感表达与技术的结合，才能实现更好地声乐艺术的表达。

在不同的技术的改变以及情感的利用中，两者结合才能

有更为完善的声乐艺术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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