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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声乐作品在美声教学中的运用探究 
徐  斐 

(郑州西亚斯学院音乐戏剧学院  河南郑州  45110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从追求生存需求上升到追求精神需求的层面上，

他们愿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音乐艺术创造以及追求美的事物中。与此同时，在新课改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倡导素质教育，逐渐重视学生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其中，以美声教学为主的声乐

教学改革也纷纷开展。其宗旨是促进学生的音乐修养，提升学生审美意识及艺术气息。首先，本文对民族

声乐作品的形成及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次，研究了民族声乐作品在美声教学中重要性；最后，从多

方面全方位的角度，对民族声乐作品在美声教学中的运用策略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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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的融合和碰撞是当今社会的

发展趋势。传统的民族声乐唱法与美声教学是两种截然不

同的歌唱艺术形式，但都被纷纷的采纳进各个高校的声乐

课程之中。两种歌唱方法在教学理念上存在着诸多的共同

之处，如呼吸发声以及演唱技巧等，完全可以实现将来互

相的融合与合作。早期的声乐教学改革出现了许多的失败

案例，因为一些高校一味的推崇引进西方的美声教学，崇

洋媚外，只注重传授学生发音技巧和气息训练，忽视了我

国传统的声乐唱法。为此，为了更好的借鉴历史教训和经

验，更好的推进声乐教育教学的改革，各高校应该中西结

合，将西方的美声唱法融入到我国传统声乐教学之中，取

其精华，弃其糟粕。充分地发挥传统民族语言的魅力和独

特性，提升学生的民族信仰，做中华文化的弘扬者和继承

者。 

1  民族声乐作品的形成及其特点分析 

1.1  民族声乐的形成 
民族声乐是在民族艺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成，并逐渐

多样化、丰富化，现以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人们通过民族声乐作品来展示情感表达和释放自我，追求

人生价值。宽泛的理解，民族声乐作品形式繁多，唱法多

变。主要分为四类，分别是原汁原味生活的民歌、唱腔优

美的戏曲、字正腔圆的曲艺、高雅优美的歌剧。随着文化

多样化的发展以及文化融合，我国传统的民主声乐文化也

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和突破，引入西方美声元素，形

成兼具中西方音乐特色的文化体系。民族声乐作品大放异

彩，在作品形式、表现风格以及审美方向上都发生了升华

和转变。凭借其蓬勃发展的文化融合，民族声乐作品也逐

渐成为中华文化中的音乐瑰宝。 
1.2  民族声乐作品的特点分析 
依托于民族语言，民族声乐作品是随着民族声乐的发

展而逐渐繁荣丰富。其具有独特的艺术创造和鲜明的风格

特点，主要特征表现在情感表达、旋律以及语言方式的和

谐统一。首先，作品内容丰富多样，各种题材都可以被选

用到歌曲创作中，包括生活、爱情、工作、亲情等等，充

分展现了各个区域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将各种复杂的

情感寓于歌曲之中，以歌寄情，用歌抒情，将对生活的热

爱展现的淋漓尽致；其次，语言表达直白，通俗易懂，语

言表达的是否明了，是声乐作品被广泛传唱的关键因素，

因此，作品内容要尽量的简洁工整，细腻传神，结构简单，

适用于各种人群，另外，其旋律婉转悠长，独具民族特色，

一般而言，民族声乐作品以单旋律曲调为主，曲调韵味浓

郁，因此保留和传承了极强的民族特色和风采，提升了其

质量和美感；最后，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民族声乐作品

中有许多广为流传的经典名曲，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和传

承价值。此外，民族声乐作品也要与时俱进，将现代元素

融入其中，既保留了其特有的时代特色，又推陈出新，为

声乐改革创新提供动力。 

2  民族声乐作品在美声教学中重要性 

2.1  美声教学中应用民族声乐作品可以提升学生
的演唱技巧 

众所周知，对于学生来说，若想在美声教学中表现突

出，熟练掌握唱歌技巧是关键。与日常生活中说话发声的

原理不同，民族声乐的发声是要经过训练和学习的，在发

声过程中，其旋律要有一定的节奏性和规律性，从而给听

众呈现美的享受和听觉震撼。因此，在声乐教学中，教师

要传授给学生正确的发音技巧和方法，细化发声部位的区

分，引导学生发出更加优美动听的旋律，提升学生的专业

技能。教师要秉着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针对

不同学生的学习进度，对学生进行细节指导，尤其是声乐

的初学者。对于他们来说，声乐学习是陌生的，不能熟练

的运用发声技巧和控制发声气息是常有的问题。要想在声

乐学习中，克服困难突破自我，就可以先从基础简单的声

乐作品入手，勤加练习和巩固。这样不仅可以更高效的完

成学习目标，提高教学质量，也能够使学生在学习和了解

民族声乐的基础上提升音乐素养。 
2.2  美声教学中应用民族声乐作品可以提升学生

艺术修养 
在美声教学中应用民族声乐作品不仅能提升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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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技巧，还能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同时，牢固的声乐

发声技巧，是学生培养和提升艺术修养的基础和关键因

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以引导学生熟练应用发声技

巧为主，来提升学生对声乐的深入了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

创造。与此同时，教师可以与时俱进，利用先进的信息技

术和互联网络，通过多媒体教学等手段，为学生呈现更加

清晰直观的民族声乐作品，可以选取多类型和难易不同的

声乐作品让学生勤加练习和巩固声乐发声技巧。教师也可

以开拓创新声乐教学理念，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教授给学

生更多、更经典的民族声乐作品，拓宽学生的表演平台，

更加全面的了解民族声乐文化，进而使学生更充分的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其艺术修养。 

3  民族声乐作品在美声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充分理解声乐作品和演唱风格 
充分理解声乐作品和演唱风格，是在美声教学中应用

民族声乐作品的重要策略之一。 
首先，充分的了解声乐作品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

作品风格。一般而言，民族声乐作品是作者情感表达的艺

术窗口，将情寄于歌曲之中，以作品为载体，传递给听众。

因此，学生只有更深刻的学习和了解作品所传达的情感之

后，才能更加准确的将情感表现出来，让聆听者更容易感

受情感。同时，教师也要发挥引导者的作用，引导学生科

学准确的了解作品，掌握作品的情感表达，从而帮助学生

提升演唱的感染力和渲染力，提升教学质量和效率。 
其次，理解演唱风格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表演能力。民

族声乐作品有着极强的民族色彩和地域性，在表演过程

中，学生的舞台呈现效果好坏直接能够反映出学生是否从

真正意义上理解作品的演唱风格。非常多的舞台失误就反

映了这一点，他们往往在上台表演之前没有做充足的准

备，对演唱作品风格把握不清晰，在不了解作品创作背景

以及演唱风格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贸然登台表演，进行

了失败的表演，导致整个演出效果极差。为此，我们要从

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认真对待作品内容，勤加练习，反复

巩固，深刻的理解和掌握作品演唱风格，从而帮助表演者

提升演唱能力，展现优秀的舞台表演效果。 
3.2  将情感表达与演唱技巧统一结合 
将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统一结合，是在民族声乐教学

中应用民族声乐作品的又一关键策略两者是相辅相成，互

相促进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在实际练习中，学

生经常会处理不好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的关系，要么是有

演唱功底没有清晰的情感表达，要么是有充沛的情感表达

而缺乏熟练的演唱技巧。为此，要提高学生对演唱技巧和

情感表达的重视。在学生声乐作品中，教师要灌输给学生

情感表达和演唱技巧同等重要的意识，在学习和掌握声乐

技巧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准确的充分的

将寓于作品中的情感传递给听众。只有这样，其演唱的舞

台效果才更具感染力和渲染力，更容易打动聆听者，发挥

民族声乐作品的实用价值。 
3.3  打造新型的信息化民族声乐的教学模式 
打造新型的信息化民族声乐教学模式，是在美声教学

中应用民族声乐作品的改革和创新之举。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高校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时俱进，不断开阔创新，

打造具有现代化的新型声乐教室和民族声乐教学模式，丰

富教学设施和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通

过多媒体平台，为学生呈现更多的声乐教案和课件，丰富

课堂形式，活跃课堂氛围，实现声乐知识共享。与此同时，

学生也能够更加清晰直观的了解和学习民族声乐，亲近和

走近声乐的文化艺术之中。新型信息化民族声乐教学，可

以基于网络教室呈现，网络教室的科技感十足，将教师讲

台系统和学生机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可实现同时观看声乐

内容，告别以往的纸质课堂，实现智能课堂。老师可以不

用书写黑板内容就可以利用讲台电脑将授课内容直接呈

现给学生，能够灵活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同样，学生也

能够通过学生机进行课堂互动，只要点击举手发言图标就

可以轻松回答问题，也可以通过教学平台直观的观看声乐

演出案例，提高学生对民族声乐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另

外，新型的信息化民族声乐教学模式可以基于设立专门的

声乐教学网站而实现。各高校可以利用互联网上丰富的声

乐储备和教学资源，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声乐教学平台，

为民族声乐学生和教师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和课件教案

以及声乐作品，为其提供更便捷的服务，为声乐教育教学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许多高校

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民族声乐教学的改革举措，将民族声

乐与美声教学相融合，注重情感表达与演唱技巧统一结合，

打造了新型的信息化民族声乐的教学模式。为声乐教育教

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促进学生的音乐修养，提升学生审

美意识及艺术气息。这有助于学生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提升学生的民族信仰，做中华文化的弘扬者和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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