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歌声�进行判断、评价、提示�再应用教
学语言�引导他们逐步调节、校正发声机
体�使之找到正确的歌唱方法。那么�在教
学中教师如何运用好语言教好声乐课�下面
就我的教学实践谈点自己的经验体会。

一、教学语言的精炼准确性
声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正确的

歌唱方法主要是靠训练获得的�而训练又必
须是在有限的课时内进行�我们每堂课基本
是3—5人�这就要求老师的语言要精炼而
又准确。老师的教学语言精而准才能抓住教
学中的主要矛盾�精而准才能体现教学的重
点�精而准才能解决声音中的主要毛病�精
而准才能对症下药�精而准才能使学生对复
杂的理论理解透彻�如通常可以听到老师在
课堂训练中这样提示学生：气息沉、吸气
深、吐气稳、下巴掉、笑肌提、牙关开、咽
腔张、前胸松、后背紧、气息通、双肩落
等。声乐教学语言的精练准确既要合乎逻
辑�又要顾及到学生的认知能力�使学生容
易理解�过于专业化的教学用语�如： “运
用头腔共鸣来歌唱”、“运用胸、腹式联合的
呼吸方法”、“你要用真假声混合的方法唱”�
有的教师过分强调教师自我体验的提法�
如：我是应用头腔共鸣唱的�就是把声音唱
在头上�让头顶来歌唱等等的语言往往会让
学生莫明其妙�弄不明白。精练准确的教学
是建立在活泼通俗易懂的教学语言上的�在
声乐教学中教师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丰
富发展自己的教学语言�教学中就能达到化
复杂为简单�化抽象为具体�化模糊为生动
的教学效果�精炼准确的语言来自教师客观
敏锐的听觉�它是教学的基本功�也是声乐
教学的基础�精练准确的语言来自教师主观
努力的教学经验�它是教学实践而成的积
累�也是声乐教学的关键。我们学生当中�
百分之九十以上呼吸都较浅�大都吸在胸
腔�要解决这一毛病�我常常是提示学生打
开腰�让腰变粗并保持住这一粗腰的状态进
行歌唱�经多次提示�大多数学生的这一问
题很短时间便有大的改观。

二、教学和语言的辨证统一性
1、辨证性。在声乐教学中�每一个学

生都有一个训练的总目标�教师对这一总目
标的教学要求�心中是有数的�但在具体的
分阶段的教学中�不可能把未来的目标要求
拿到现阶段来付诸实施�在对学生进行歌唱
技巧训练、音乐处理表现�音乐感受和创造
思维的综合训练过程中�教师要处理好整体
要求和局部训练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声乐教
学主要是靠教师的听觉和辨力来指导学生的
训练�听到了学生演唱中的问题�就要拿出
具体的办法去解决�声乐教师责任就是要训
练学生有一对客观的耳朵�能听出自己演唱
时的对与错�所以教师的分辨能力和教学方
法是直接影响学生的演唱水平的�就声音的
训练来讲�正确的歌唱方法是整体的歌唱�
这就要求声乐教师的思想方法是辨证的�听
觉是平衡的�看问题是客观的�分析和解决
问题是全面的�比如在声音的训练中�当强
调声音的高位置时�同时要强调气息的低控
制�否则就会产生气浅、喉紧�发出的声音
效果尖、挤、卡、虚的现象�在提示气息下
沉有深度时�同时要保持高的歌唱位置�反
之就会破坏歌唱状态的平衡性和完整性。在

训练中让学生把喉咙打开时�又要提示学生把声音唱得集中；提示靠前唱时�又要注意声音
的垂直性；提示歌唱发声中要有点感觉时�又要注意整体面的结合；提示笑肌上提时注意下
腭向下松的感觉�真声位置假唱�假声位置真唱�闭口音开着唱�开口音关着唱等。

2、统一性。学生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教师对学生的歌唱要求要一致。比如：对气息的要
求和对声音通道的要求前后基本一致�不能前段时间和后段时间差别太大�即使是语言的说
法变了但意思决不能改变�否则就让学生无所适从�影响学习兴趣和进步�因此�教师语言
要求的统一显得极其重要。这一系列的训练方法、观点、语言无一不贯穿在辩证统一的规律
之中。

三、教学语言的形象比喻性
声乐教学中由于声乐教学语言语义的不确定性�学生对老师讲述的要求常常感到不易理

解�教师采用形象的语言把比较抽象的概念具体形象化。为了达到训练的目的�教师还常采
用启发式的感觉教学方法�所谓感觉教学就是将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做到的一些动作和感觉用
于歌唱和训练之中�通过这些感觉体会到科学的发声状态�达到训练的效果。如：训练气息
下沉时�用闻花的动作�双手提水的感觉去体会就不至于把气吸到胸上；当训练声音靠前唱
时�教师会说：“让你的声音先向后划圈再抛向前方”�“让声音坐在气上滑出去”�“唱高音时
要像跳高运动员起跳时脚先向下蹬�身体再向上抛的感觉”� “声音要始终向前滚动的唱�气
才不会重�不至于把声音停留在一个地方”� “声音的高位置像雨伞的伞蓬�气像伞的把”�
“声音像风筝在空中自由飘荡” 气息要像线轴始终在下面拖住 “吸着唱”�“真的唱” “假的唱”
“收着唱” “开着唱” “竖着唱” “圆着唱” “扁着唱” 等等。在声乐教学中采用确切生动形象的
语言�比用单纯技术性的阐述�更易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声乐教学没有器乐教学那样直观�
学生只能通过聆听教师的演唱和从教师的教学语言中�去理解发声的原理和琢磨歌唱的技法�
去领会音乐作品的内涵�去创造美好的声乐艺术形象。教学语言起到信息传导与反馈的作用�
对声乐教学的语言研究探索�对促进声乐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广东外语职业学院音乐系）

浅谈少年儿童嗓音的
　　　　　科学培育

●贾鱼翔　丁贵贤
音

乐教育是中小学校美育的一部分�而少年儿童的音乐教学主要以唱歌为主�在唱歌
教学中自然少不了嗓音训练的环节。唱歌教学不仅仅是 “唱什么歌” 的问题�而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 “用什么样的声音、态度、情绪唱歌” 的问题。在有些学校�音乐

教师不注意学生唱歌声音的质量和发声的方法�完全忽略了对学生的正确指导�任学生胡乱
喊唱�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来看�让不足一厘米的纤嫩声带毫无控制地发声�这真是一种可
怕而可悲的事情。这种情况在一些中小学校是屡见不鲜的�其负面作用严重地损伤了少年儿
童嗓音的健康发育和成长。作为一个音乐教学工作者看到这种情况是十分揪心的�深感少年
儿童嗓音的科学培育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培育的意义
嗓音训练的工作是一种复杂、特殊而艰深的工作�若把一个原始的、先天的嗓音训练成

具有歌唱家优秀品质的艺术嗓音�在某种意义来说不亚于一项 “系统工程” 的完成。任何启
蒙教育在每一个成功人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趋于成熟、臻于完善的过程中起着弥足珍贵
的作用。儿童的嗓音训练是早期的声乐启蒙教育�是造就优秀的艺术嗓音的基础�虽然训练
的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儿童都培养成将来的歌唱家�但美好的嗓音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自身
美的共同特质�在这种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早期的培育是特别重要的�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
的。

在声乐教育的一般理念中�人的嗓音训练要在变声期以后的十七八岁这个年龄才能开始
实施�但是目前在国内国外�从事童声训练的声乐教学实践者也有不少�并且也取得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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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实践证明�人的嗓音训练不一定非要等到变声期以后才能进行�恰恰早期的嗓音训
练对于奠定良好的声乐基础是很重要的。就国内来说�一些比较有名的歌唱家如李谷一、彭
丽媛、张也、黄华丽、王丽达等�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使原始的嗓音得到了有益的锻
炼�从而为她们以后的歌唱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嗓音基础。一个人的嗓音尤其是职业用嗓者应
该从很小的时候就得到良好的锻炼�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一些好嗓音并没有善加挖
掘、培育和利用�从而导致了声乐资源的浪费�这是很可惜的。《卡鲁索的发声方法》一书的
作者马腊费奥迪说：“声乐教育必须从小学开始�还必须在最初就教给孩子们以正确的说话方
式。” 由此看来�嗓音训练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训练�如何进行合理的、科
学的培育。作为一个声乐教学工作者尤其是承担童声训练的工作者�如何进行嗓音的科学培
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二、承担培育的教师
承担少年儿童嗓音培育的教师应该具备比较全面的素质。首先应具有坚持真理的思想和

科学的精神�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能够在教学工作中勤奋、耐劳�勇于实践�勇于
探索�勇于创新�这样才能发现真理�找到科学的方法�得到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少走弯路�
高效、快捷地实施训练�取得高质量的教学效果。其次要有比较全面的音乐艺术修养和姊妹
艺术修养�在教学中能够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必须熟知歌唱发声原理�懂得人体生理解剖
知识 （如耳鼻喉科、人体发声器官、呼吸器官、吐字咬字器官等）�还要懂得物理音响学、力
学、语言语音学知识。再其次�还要具备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美学、哲学等知识�能够
在教学中运用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能够抓住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灌输声乐美
学思想�实施具体的教学方法�能够遵循自然规律�以认识论、矛盾论的哲学理念�指导自
己的教学行为�采取各种有效的教学手段�使自己的教学操作更加合理化、规范化、科学化。

三、嗓音的科学培育
少年儿童的嗓音训练�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和人体生理规律�也就是说要建立在科学培育

的基础上。少年儿童的身体正处在发育成长阶段�嗓音也处于发育阶段�还没有定型�很娇
嫩�对正在发育的嗓音实施训练是很慎重的事情�要特别讲科学�在科学面前是不能产生半
点差错的�否则就会犯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的错误。有些教师以训练成人的方式训练儿
童�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的嗓音训练得像成人一样�唱歌发声时喉咙撑得很大�追求粗、
宽、厚的声音效果�并以此沾沾自喜。这种情况正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故意撑大了嗓门模
仿大人说话一样可笑而不自然�这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儿童的声音要符合儿童的特点�
若过早地用训练成人的方法训练儿童�肯定是不科学的�比如叫一个具有纤细声带的女人故
意模仿成粗壮厚实的男人的声音�一样是可笑而不自然的。在歌唱上应该有 “永葆艺术青春”
的追求�但不应有 “少年老成” 的做法�我们希望一个五六十岁的女高音和男高音的声音像
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和年轻小伙子的声音一样�但不希望把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和男孩的
声音训练得像一个四五十岁的女高音和男高音的声音那样成熟�如果把这种大人化的成熟当
做声乐技巧来炫耀的话�那只能说明这样的教师自身在声乐教学观念上的不成熟和不科学。

培育少年儿童嗓音的步骤和方法是因人因事而异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关键是一定要采
取和运用适合少年儿童的训练方法。童声训练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必须使用头声发声。少年儿童用头声发声是有一定的生理意义的�人体发声一般
有头声、胸声与弱声、强声的区别�这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生理和心理习惯。在唱歌时�
用同样高度的音�采取头声和胸声两个不同的部位发声�其声带的状况是这样的：头声时�
声带变薄�变长�运动范围小�只有边缘部分和连接部分振动；胸声时�声带肥厚�缩短�
运动范围大�全长全幅全厚地振动。而弱声和强声时的声带发声状况与头声和胸声很近似。
显然�对于正在发育阶段的少年儿童来说�用粗暴的胸声和强声发声唱歌是很危险的�很容
易毁掉细嫩娇贵的声带。因此�正确地引导他们用头声和弱声练声和唱歌是一种科学的教育
行为�也是童声训练的关键�必将会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将追求音质美放在首位。用浑浊、粗糙、挤卡的声音唱歌和用纯净、优美、轻松
的声音唱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现象。在少年儿童的发声唱歌活动中�若未经正确的指
导和进行嗓音的优化训练时�则会趋向于前者一样的消极现象�而有目的、有计划、有效地
实施嗓音优化训练后�无疑会出现后者一样的积极现象。任何完美的东西不是一开始就是完
美的�一块璞玉经过精心雕琢以后才能玲珑剔透、光洁纯美�少年儿童是一块块未经雕琢的
璞玉�他们稚嫩、朴拙的嗓音必须用科学的手段加以精细的塑造后�才能逐渐变得优美动听、
合乎规范。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乃是一种使人迷恋善良、美和人道主义的最美妙、最精细
的手段。” 用最美妙的歌声唱出最美妙的歌曲�能够使人产生对美的事物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和
向往�使人能够向真善美发展�能够使人产生人道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少年儿童对美好嗓音
的追求和学习�本身就是对他们的心灵美、审美观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最好的教育。

第三�采用小字二组的 d开始的下行音阶发声练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小字二组的 d音

是少年儿童必须用头声才能唱出来的音高�
从这个音向下唱到胸声区�就可以始终带着
头声唱下来。若进行上行音阶的移调练习�
一开始就是带着胸声的�这种胸声一直往上
移�到了不能用胸声唱出的音高时�就只好
用消极躲避的低八度和假声来唱�这给人以
很不自然的感觉�就仿佛先用风琴弹奏一段
音阶后突然改为钢琴弹奏一样�令人感到别
扭和不舒服。在进行声母、韵母练声、歌曲
练唱和朗读诗歌、散文及歌词时�同样可以
依照此法�以高扬的、带有头声的声调发声
和咬字�逐渐养成习惯�成为下意识的心理
机制�从而使少年儿童的嗓音最终规范化、
科学化、艺术化。

（作者：贾鱼翔、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
院�丁贵贤、兰州市29中学校）

（上接108页）
（三） 希冀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多样化

及个性化的发展�教育质量已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引起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
视。国务院在 《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中提出了实施 “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特别是要 “完善高等学校教
学质量评估与保障机制”。而 N 学院音乐系
实施的 ISO9000族质量管理标准�不能不说
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尝试。可以预
见�随着 ISO9000族质量管理标准在高等教
育业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它必将在我国建
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进程中产生更加积极

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ISO�即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是世界
上规模最大、最有权威的国际性标准化组
织。ISO9000族标准是为世界各种类型和规
模的组织规定质量管理体系的术语�提出了
质量管理的原则、原理、要求和指南�以满
足这些组织证实自己的能力和增进顾客满意

度而需要国际通用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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