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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在演唱过程中会运用大量浓厚的技巧，虽

然能够表现出较强的技巧性，但缺少情感投入，对表演

感觉的塑造十分不利。而开展表演感觉教学则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表演情感，让学生在声乐演唱时以

更加多层次化的表演，带动整场的气氛。每一首歌曲被

创作出来，都会由演唱者注入人的情感来进行表演。演

唱者会将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认知融入到表演中，而听

众则会结合自己的理解来进行欣赏和感悟。声乐演唱中

的表演感觉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形式，通过有形的表演，

将无形的音乐赋予灵魂生命。同时在舞台造型、舞蹈和

背景等的加持下，进一步表现歌曲的深厚内涵，让声乐

表演成为一种鲜活的表演艺术。

一、声乐演唱技巧中表演感觉教学原则

（一）以生活为本

演唱者在演唱与自己生活相结合的歌曲时，更容易

去掌握表演感觉，表达自己对歌曲的内心情感。而在声

乐演唱技巧中进行表演感觉，教学时也需要遵循以生活

为本的原则，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实际进行教学，从而

促进表演感觉教学的改革。例如姚晨曾在第二季《跨界

歌王》中演唱了一首《父亲的散文诗》这首歌曲，而这

首歌和歌手的日常实际息息相关，尽管在演唱过程中极

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听众依旧能听出来那种父亲的伟

大。再比如《常回家看看》、《亲爱的妈妈》等等，这些

歌曲都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密切的联系。除了歌颂

母爱，父爱的伟大之外，还有赞扬青春激励青年人勇敢

向前的歌曲。比如《理想》、《这个年纪》等等。而之所

以能够在演唱这些歌曲时掌握表演的感觉，是因为这些

东西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为父亲母亲在自己

的身边，因为自己刚好处于迷茫但充满干劲的年纪。演

唱者能够体会到父亲母亲对自己的辛勤付出，同时也能

够体会到自己在砥砺向前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些

都可以有效提高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让学生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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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教学案例，为学生日后的演唱表演奠定扎实的

基础，强化表演感觉教学 [1]。

（二）重视思想情感表达

针对声乐专业学生需要重视情感思想的表达，培养

学生良好的分析能力和情感理解能力。当演唱者需要进

行表演创作时，需要在分析歌曲的内容、主题和情感色

彩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歌曲的结构、风格等等，并灵活

运用自己的声乐演唱特点，个性化处理。而这就被称为

演唱技巧中的表演感觉，通过个性化的演绎表达歌曲中

的思想，情感和内涵，将自己的情绪融入到歌曲中，带

给听众别样的感觉。音乐的审美标准应该以真为主，包

括真情实感、真心真美等等。而不应该为了演唱而演唱，

去用大量花哨的声乐技巧，虚情假意，装腔作势。这样

不利于思想情感的表达，也不符合表演感觉教学的目标。

教师在进行表演感觉教学时需要遵循思想情感表达的原

则，以作曲家的内心情感为根本，引导学生去了解歌曲

中喜、怒、哀、乐不同情绪情感的变化。并引导学生利

用自己的声乐技巧、个性化音色、神态表情和肢体动作

等表现出来。实现和听众内心与思想上的双重共鸣，促

进表演感觉的提升。

二、声乐演唱技巧中表演感觉教学改革方向

（一）强化学生基础表演能力

学生在进行声乐演唱表演时，其表演感觉会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本身的艺术水平、声乐技巧、操作

能力、心理素质和想象能力等等，而这则需要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不断摸索实践，感受音乐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内

心情感。教师则需要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表演感觉，结

合时代特点，并保证内容符合教学需求。基于自己的教

学实践经验，制定更加丰富的教学计划。教师在培养学

生声乐技巧的同时，还应该强化学生的心理素质。适当

融合表演感觉知识内容，强化学生的基础表演能力，促

进声乐演唱技巧表演感觉教学改革 [2]。

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将情感和声音作为表演感

觉教学的核心内容。打造系统完善的教学模式。采用综

合性、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集中自己的注意

力。实现适应交流、记忆情绪、情景想象力、信念真实、

自然与控制等的联系。在声乐演唱技巧教学中学生需要

掌握自然气息，并控制自己的声音。学生可以利用自己

原本的声音进行演唱，但如果缺少良好的音乐天赋，则

很难完成歌唱表演。在自然与控制这节课程中，教师就

需要帮助学生调节发生器官并适度拓展共鸣器官，让学

生掌握多样化的声音控制方式，实现呼吸器官与语言器

官的均衡。而在这时教师则可以融合表演感觉教学让学

生在控制自己的声音方面融合情感内涵，夯实学生的表

演基础。让学生在学会控制声音之后，再一次演奏同一

首歌曲。去感受二者之间的不同，提升学生的表演感觉。

（二）帮助学生掌握表演感觉

在声乐演唱技巧表演教学中，需要教师借助创设

情境或者其他因素，锻炼学生的表演感觉。教师需要帮

助学生掌握外部感觉，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

的心理情绪、情感内涵以及生理等等去感受歌曲的主题

思想。而外部感觉的训练主要包括多种感官的训练，例

如听觉、味觉、视觉甚至嗅觉和触觉等等。例如在课

前教学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准备不同口味的糕点，让学

生在吃糕点的过程中注意并观察自己和他人的表情神态

变化。或者在某天艳阳高照时，站在公园内引导学生进

行场景表演，去培养学生的表演感觉。教师可以为学生

创设多种情境，让学生在不同环境中去体会不同的表演

感觉。比如在野外郊游时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去聆听风

声、雨声和鸟儿婉转的歌声。而在这一基础上，转变场

景大家在炎热的天气中为了抵达目的地汗流浃背、口干

舌燥。而这些情境都可以调动学生内心的情感，强化学

生的表演感觉真实性，让学生能够在演唱时注入自己的

真情实感 [3]。

另一方面则需要强化学生对某一物体的信念与感觉，

需要教师在明确教学要求的基础上，利用多种方式强化

学生的表演感觉能力。首先需要让学生在声乐表演时突

出形象、生动、细腻、准确和真实等特点，让表演生活

化细节化。其次则需要让学生去回忆自己的生活情绪，

利用艺术性的声音去展现声乐表演的魅力和可视性。而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多种物体来锻炼学生的转移物体

注意力，比如石膏雕像、绘画作品、一束花或者一本书

等等，都可以作为表演感觉教学的重要资源。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将石膏雕塑看作是收音机，将美丽的花朵看作

是精美的礼品盒，或者将绘画作品或者书本等等看作其

他东西。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活跃课堂教学氛围，

还能够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声乐

表演教学活动，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三）强化学生创作思想意识

在以往的声乐演唱技巧教学中大多是多采用单一的

教学方式，通过伴奏为学生创造相应的环境，让学生进

行练习。而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教师会讲述作品的内涵

主题思想以及拓展音乐作品背景，并要求学生投入真情

实感，但学生很难达到教师的要求。影响到表演感觉教



173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4)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学质量，不利于教学改革。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声乐

表演能力，强化学生的表演感觉，需要教师针对性培养

学生的创作思想意识，融合个性化因素到表演感觉教学

中。声乐表演和其他学科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形体课

程就可以融入声乐表演感觉教学中。教师可以邀请校内

专业的形体教师锻炼学生肢体动作表达情感的能力，提

升学生的柔韧性，让学生能够用不同的肢体动作来体现

音乐作品的情感 [4]。而这样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

强化学生的心肺能力，有助于学生保持高强度的演唱训

练，提升学生的声乐表演效果。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

组织学生走进大自然中，通过游览公园、江河或者秀丽

险峻的高山，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创作思想意识，让

学生以江河为背景去演唱《一条大河》这首歌曲，而学

生将会在真实的背景下切身感受到歌词的魅力，抒发自

己的真情实感，提升学生的表演感觉。再比如一些电视

节目中会以黄河为背景，而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共同

演奏《黄河大合唱》，让学生感受到该音乐作品中所展现

出的恢宏气势。并拓展学生的创作思想，提升学生的声

乐表演能力。

（四）融入民族文化，培养家国情怀

我国拥有非常悠久的文化历史，56 个民族每个民

族都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音乐内涵。在教学中，教师

可以适当融入民族文化，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学

生的表演感觉。比如蒙古族的歌曲《梦中的额吉》就曾

经感动过许多听众。或者维吾尔族歌曲《掀起你的盖头

来》，这首歌曲家喻户晓。而在声乐表演时为了更好地体

现演唱者的内心情感，可以让演唱者身穿维吾尔族特色

的服装，并通过男女对唱的方式来引导学生感受歌曲的

内在情感。而在进行声乐表演时需要提前为学生科普歌

曲的创作背景，让学生适当了解民族特色和音乐特色以

及情绪特色。从而使学生能够在演唱该歌曲时体现欢快

的节奏，培养学生的情感掌握能力 [5]。

融入民族歌曲除了能够锻炼学生的声乐演唱能力之

外，还可以有效传承与保护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促进

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声乐专业学生来自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因此在了解和学习声乐知识，培养表演感觉时，

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融合民族文化，能够拉近学生和声

乐知识之间的距离，并打造和谐愉快的教学氛围，进一

步提升学生对声乐演唱的兴趣。而在进行表演感觉教学

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民族特色进行表演。

比如《青藏高原》这首歌曲的教学中，教师就需要在锻

炼学生气息的运用和高音部分的技巧之后，引导不同民

族学生利用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个性化音色来进行声乐表

演。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消除学生心理方面的紧张感，锻

炼学生心理素质的同时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让表演感

觉教学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高质量开展，提升教学效率，

促进教学改革。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表演感觉教学改革能够有效提升笙管乐

演唱技巧教学质量，使学生掌握更多声乐技巧，提升学

生的声乐演唱能力。而学生则需要在学习过程中灵活掌

握自己的内心情感，以更加真实的情感表达方式去打动

听众，形成内心上的共鸣。让听众能够在欣赏过程中感

受歌曲的力量和内涵思想，为听众带来良好的视听享受，

提高音乐作品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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