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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声乐技能是以语言为纽带，以人体自身相应生理机能为

技能架构科学建造为符合表现声乐艺术固有美之特性乐器。

其乐器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其乐器的建造与演奏（演唱）是

同步进行的，是以“五点一线”机制为规范的将整体技能要素

中的字、声、气、情、腔有机运动平衡统一开腔表字行腔的；二

是指导与检验其技能理论基础必须要符合人的心理与生理

学，美学与物理学（特别是声学原理），哲学与音乐学等所涉学

科理论相互交融支撑为依据，理论自觉指导实践且追求“放之

四海而皆准”真理性技能为标准的。

综上所述，欲求声乐技能教学整体效能完美平衡统一标

准为何如此之难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声乐教师需改变以往普

遍重技术而轻研修理论，以免带来无序的盲目性（主观臆断）

无效实践。这样更可避免在传授技能过程中将本属复杂问题

简单化，反将本属简单问题复杂化而背离科学正确技能路径

等各种弊端产生。为此，欲求声乐技能教学科学规范化，必须

要从语言与人体特殊乐器客观存在的“五点一线”机制中的

点、线、间各自所固有的机能及在其各自技术轨迹上的做功动

态、互联通关系有机运动平衡统一等相应规律中加以完整揭

示与践行，进而我们要从其技能机制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中

把握“五点一线”机制。

2 规范化技能开腔与表字行腔建造关系

人体特殊乐器如同一件竖式管乐器，它有五个不同技术

功能点、间，与一条振颤其各个异同母音声波声线，顺时针自

转驱动实现通透（鼻、口、喉开腔及三咽腔）圆润开腔表字行腔

的。其各点、间技能变与不变技术动态关系是：

淤高位置，眉心辅音音头圆点形态高位置高频泛音头声

共鸣技术功能点、间。此点、间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此点、间生

理结构是后鼻咽与前鼻腔相通连着，鼻咽至眉心透点是个高

频音管，此音管正是高频泛音头声共鸣集中通透、明快色彩音

管。口咽、喉咽、胸腔内的美妙的共鸣泛音音频在鼻咽管顶端

眉心点相焦透且圆美运动引发高悬头声共鸣。

于咬字技术功能点，硬腭圆点掩盖与开腔功能点、间为咬

字技术能点间。咬字瞬间要条件反射式习惯于上兼顾咬搭辅

音音头圆点形态及技术空间、硬腭向下掩盖母音声波声线运

动，同时软腭向上抬起而竖圆开腔（鼻、口、喉腔及其三咽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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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且将辅音技术功能点形态精巧咬入通下达上母音声波声

线运动中，此技术功能点、间是随音域音频高低、强弱变化而

巧变化可调节技术功能点、间。

盂基音发音功能点，基音喉竖站圆心儿圆点形态、间位置

是易变可调节较难把握的技术环节，此技术功能点、间位置是

相对固定不变的。上至眉心点、间，下至下丹田发力技术功能

点、横隔膜气位接力技术功能点、间实距是固定不变的。其基

音圆心儿内紧外松打开喉咙状态是随音高旋律变化而巧变化

着的核心技术功能点、间位置。此点形态技术构成规范动态

是：将喉腔圆内声带闭合后由下丹田呼出的气能为动力竖轴、

将闭合正中心圆点（此圆心儿点是搭载振颤各种异同母音声

波点形态），顺时针将喉圆内声带适度闭合拉紧且内收之最内

小圆心儿在先（点洞）同时开之最大外大圆儿在后，如此内紧

与外松力需平衡之摩擦着声带圆心儿内边缘，声带振颤其母

音声波声线自转，其过程如同用气筒给自行车打气，即活塞向

下加压，气能反而向上动能做功，如此向下引拉母音声波声线

运动，穿透母音圆心儿下达至气位功接力点处，同时口腔内硬

腭咬字功能点向下掩盖母音声线，且将辅音点形态精巧咬入

归属母音声波声线、软腭会自然就向上抬起，让向下通透之声

线同时反向正比上通达至眉心辅音头高位置共鸣技术功能

点、间。如此带着高频明亮（音色纯混配比平衡）泛音声波声线

自转运动着的母音声波声线达至音头高位置。在此高位置可

巧用哼鸣方式向上引透眉心高频音管儿入高悬头腔外大圆，

头腔外大圆技术空间内密集自转着的高频泛声波声线，犹如

圆中安装了特殊密集风扇叶片似顺时圆美运动引发符合在高

频段（共时高、中、低频段开腔）互为倍数原理之集中通透，竖、

圆、润、美声流可通达全身心高悬头声共鸣歌唱性行腔。榆与

虞为技术动力发力与技术接力点、间。此二技术功能点、间做

功动态位置是：提收下丹田发力点压缩气能而平展横隔膜后

（心口窝下凸起处）中心点处为技术动力接力点；提收下丹田

发力与技术接力点、间联合呼唤支持单句乐气能为总技术动

力发力与支持功能点、间。虞、榆、淤点、间实距为固定不变不

可调节技术空间，其中盂至淤技术功能点、间之间为一线主体

技术空间。榆、虞功能技术建造规范是：在起首句时，要改变先

吸后唱之习惯性错误。正确方法是要将肺脏系统内所储藏之

固有的天然元气由上而下顺鼻、口、喉兴叹感觉它的存在且将

其下沉至下丹田内为吸气。然后，通过提收下丹田技术发力

点，伴随提臀而鼓扩上腹，平展横隔膜适度扩张两肋而压缩沉

入下丹田内的元气，伴随后背挺立拉直而呼唤着支持乐句内

每个字的开腔表字行腔。当唱毕乐句内最后字行腔之前，其主

观上要自觉条件反射式由上而下将提收的下丹田动力技术功

能点自然松掉，在松掉下丹田与母音形态圆心儿点还原过程

瞬间，这由上而下快速自然，进入肺脏及下丹田的空气为下个

乐句吸气技术状态。因此，瞬间快速自然进入的空气与肺脏内

的肺泡气进行了交换，如此获取肺脏系统健康平衡支持的物

质条件。简言之，呼唤着用气技巧为唱，松掉相应技术功能点、

间还原状态为吸气。

3 规范化技能开腔表字、字正腔圆行腔之

前技术内感意识先现规范
明确乐句起首字音前对各种单字辅、母音点形态先现反

映技术内感准备，确保乐句内每个单字（外文为单词）辅、母音

圆点形态具体先现且达到条件反射式精准特别重要，此先现

反应是防止一切乱劲儿掺合之源头。因为不同的母音圆点形态

振颤不同的母音声波，而相同的母音圆点形态声波振颤与不同

辅音圆点形态相结合其字意内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

各种单字异同辅、母音圆点形态同时精准先现技术环节绝不

可模糊不清之乱作为。即使汉语中的六个单元音也都有各自

固定辅点形态。它们是：淤a母音辅音点形态是 e；于o 母音辅

音点形态是 u；盂e母音辅音点形态是 a；榆i 母音辅音点形态

是 ei；虞u母音辅音点形态是 wo；愚俟母音辅音点形态是 i。
4 自然嗓音与语言巧妙结合

自然嗓音与语言巧妙结合是优化、美化、升华表现声乐艺

术固有美真谛高超技能之本。因此，歌者在歌唱初始时要追求

自然合上嘴且由上而下兴叹元气入下丹田相配合，感知眉心

辅音圆点形态、硬腭咬字开腔表字技术功能圆点、母音形态圆

点三点相对为座标且感知辅、母音圆点形态规格相同（如同小

米粒规格为开腔前点的初始状态）上下相对[1]。在此状态下感

知咬字瞬间，口腔内上搭随硬腭向下动作而软腭向上抬起，敞

开口咽腔而通至辅音技术圆点形态空间、下连硬腭咬字技术

功能圆点形态向下掩盖母音圆点形态、感知其硬腭圆点在口

腔内自然灵活的分解与合成咬字行腔技术圆点的存在。如此，

可用某个母音圆点形态结合顺时针方向运动小声或弱声激发

气情的起动榆、虞技术功能点、间呼唤动力功能，将呼唤气能

变母音声波声线直接作用在辅音音头顶端且顺鼻咽高频管儿

向上引拉（拖起来）穿透眉心入高悬头声外大圆位置空间，用

高悬头声高位置技术空间制约与实施表现喉咙向下竖站（喉

越有技巧的向下竖站就会越能增加声带内圆心儿内收力），随

母音圆点形态声波声线向下穿透喉圆心儿接至气位技术功能

接力点处。如此，我们主观上还需依据相应机能所固有的功能

及运动轨迹无条件服从服务于字、声、气、情、腔各技能要素之

间互能动技术做功状态前提下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圆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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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讲解，而是要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达到一个渗透

的效果。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高职数学教学。

4.1 合理地进行课程设计

合理的课程设计是两者顺利融合的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

合理性，直接地决定了两者融合的效果，也决定了高职学生的

思想高度。教师要对高职数学的特点进行深入的分析，准确地

找出数学教学与思政课程之间相互融合的点，在这个节点确定

以后，对课程进行合理的设计，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在课

程设计的过程中，教师要站在一个制高点看待问题，以培养综

合性人才为教学目标，在教学的过程中开展高效的思想教学渗

透。灵活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采用多样化的手段来渗透思想

政治教育，让高职学生可以时刻地受到思想教育的熏陶。

4.2 利用信息化教学渗透课程思政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一定要灵活，采用

多种教学方法，渗透思政教育。当前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时

代，网络的普及使许多行业都发生了改变，在高职数学中，教

师可以把信息技术引入其中，利用信息技术，实现高效的课程

思政渗透。教师可以利用学习通等一些软件，为学生推送一些

思政内容，包括一些先进的数学思想、数学精神等，学生在阅

读的过程中，可以受到这些思想和精神的熏陶，达到思政教育

的目的。比如，教师可以利用学习通软件，为学生推送极限的

概念[2]。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数学文化的辉煌，了解中国古

代的极限思想，利用这些历史故事，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学生会对中国古代伟大的数学家充满敬佩，这样不仅可以

提升高职学生的思想高度，而且还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

播和发扬，对学生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要充分地发挥出信息技术的便利性，利用网络来突破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为学生讲解一些思政内容。为了提升课

程思政的融入效果，教师可以让学生针对一些数学历史事件

进行讨论，让他们自行查找相关的文献资料。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数学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融入，可

以有效地提升教学的效果，是育人的一种主要途径。在教学中

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学生可以时时刻刻受到政治思

想的熏陶。通过这样的方式，打造更加全能型的人才，为中国

的社会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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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欲求达引发字正与腔的圆、竖、润、美整体技能平衡统一

行腔。

5 举例各种辅、母音点形态意识先现技巧

的把握
以“高山流水”为例，一口气支持字正与腔圆行腔表现。其

过程是将“高”字 g辅音圆点音头形态安放在己获高悬头声外

大圆眉心技术功能点、间处，将 ao 母音圆点技术形态感知在

喉腔竖站正中心内小圆儿点处相对应，如此实施提收下丹田

起动榆与虞点、间动力技术功能呼唤发力，结合硬腭咬字功能

点向下，伴随下颌哈欠状拉下而张开嘴（注：咬字瞬间伴下颌

哈欠状下拉张开嘴开腔后并非处于不动状态，那样定会引起

舌、喉的僵化、压喉等弊端，下颌随咬字下拉后要随张合分解

与合成咬字上下动而动），总之下颌要感觉不存在似的放松，

使它服从服务于张合咬字状态，掩盖咬字瞬间要确保不留痕

迹地将 ao母音点形态精准咬入运动的圆心儿声波声线中，且

伴声线向下引拉穿透至气位技术接力点、间位置处，在随声线

向下引拉穿透中声线随软腭高抬成类似伞状而敞开了口腔、

口咽腔，此瞬间声线定会反向正比达至声线音头点处。在圆心

儿声波声线顺时自转驱动下而引发竖、圆、润美明快、集中通

透高频泛音（音色纯度在先混在后，纯混度配比平衡），高悬

头声共鸣完美行腔。当“高”字在如此圆美运动行腔音值结束

即将来临之际大脑要条件反射式精准先现“山”字中“sh”辅
音圆点形态以及“an”母音圆点形态先现，如此在圆美旋律声

线运动行腔不停的圆中去依咬说连开腔咬字行腔。以此类

推，当唱毕乐句内最后字音时，边实施松掉下丹田还原、边先

现下个乐句内具体单字音辅、母音圆点技术形态，再次起首

建造与演唱……此机制可结合经常鉴赏世界上优秀声乐艺

术大师们的歌唱表现。

6 结语

“五点一线”机制与规范声乐技能之间存在着客观必然的

因果关系，对其所关联的技艺建造与统一表现等客观存在规

律和技术性问题，我们只能科学地揭示及运用，任何人都无法

去改变它，谁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必会受到规律之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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