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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息训练的重点

学习声乐最先接触的就是气息练习，可以说没有一个

好的气息后续的技术技巧很难做到。如果说好的发声器官和

共鸣腔体是一部运作非常良好的机器，那么气息的稳定就是

保证这部机器良好运转的稳定电流。比如，常用的“打嘟噜”

练习，嘴唇振动的均匀是气息稳定的重要指标，这只是判断

某个音的稳定，不能作为上行下行音阶的评判标准，因为上

行音随着音高的升高气息和力度都需要逐渐的加强，嘴唇振

动的频率也是随之变快，如果学生不注意，那么就会“均匀”

地一唱到底，很容易出现气息不够、声音不稳、高音上不去

等问题。横膈膜的运用得当，也是气息良好支持的源动力，

吸气时腰部软肋微微扩张气息就基本上吸到位了，这时需要

做的就是保持住这个状态并绷紧腰腹的力量给予气息的支

持，这种自然的状态在平时放松时最容易找到。

2  头腔共鸣的理解

共鸣腔体的运用是声乐训练的又一重点，也是好音色的

直接体现，对于一个好的歌者共鸣的运用非常重要，这里主

要是常说的“头腔”。但初学者往往用声音大来评判高位置

共鸣，常常出现撑喉咙、下巴僵硬和鼻音等问题。在训练方

法上多采用“哼鸣”的练习，在“哼鸣”练习中应引导学生

张开嘴发哼鸣，这样不但可以避免闭口哼鸣时高音提喉，也

同时让学生有打开喉咙、稳定下巴和放松舌头的直观感受。

其实每个人的头腔共鸣点都不尽相同，适合教师的感受不一

定适合所有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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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与歌唱的关系

练习歌唱时可以用自己状态稳定的一个元音或几个元

音代替所有歌词，歌词全部围绕着这几个元音去唱，找到最

合适的结合点再慢慢加入歌词，如果出现加入歌词后声音位

置的不统一，那就在发声练习的过程中多注意元音之间相互

转换的过渡音练习，最终元音的声音位置统一则只能通过发

声练习慢慢地去调整，这也是唱歌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解决难

点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发声练习对于好的完美的歌唱的重

要性 [1]。

4  歌唱情感的带入

很多学生唱歌只盯着方法与位置等技术手段，往往缺

乏情感的体现。纵观歌唱界可以说但凡优秀的歌者都具备一

个善于观察的眼睛和把握细节的习惯，也许有的人说歌唱技

巧学好了情感自然就有了，但笔者认为两者之间是有一定联

系，但绝不是因果关系，也不是必然的结果，作为一个声乐

学习者，当准备进行声乐学习或演唱时就已经进入歌唱状态

了，这些包括气息练习、发声练习、伴奏的熟悉、歌词的理

解和情绪的调整，等等，是贯穿始终的。如果没有这些细节

上的积累很难在最终的歌唱中有所表现，这不是一时的激情

所能带来的。情感对于声乐演唱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学

生学了一段时间声乐后发现自己状态时好时坏，高音不是每

次都很稳定，当然除了功夫还没到家外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一点就是“你唱高音时是什么状态？”换句话说，“有没有

想过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用到高音？”回答一定是在情绪激

动的时候而绝不是昏昏欲睡的情况下才用。所以说情感情绪

的融入才能保证练习及演唱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5  发声时容易忽略的问题

①开口音和闭口音，以“a”和“i”尤为明显，学生不

要被开口和闭口所误导，闭口音不能牙关紧闭，开口音也绝

不能张个大嘴。两者都需要遵循自然放松的状态，人自然站

立的时候由于重力的作用下巴是自然下垂的，僵硬不利于发

声状态的稳定和咬字的清晰，下巴的运动是被动的。那么

同样开口音也不能开的过大，打开应该用颈部的力量抬起硬

腭。过大过小都会影响到声音的聚拢，由此可见，开口音和

闭口音的嘴型变化并不夸张，在歌唱过程中也容易保证声音

位置的统一。

②嘴型问题，很多学生最容易忽略这个问题，甚至无

论高低嘴型都不变，当学习到一定阶段后发现演唱遇到了瓶

颈，其实很多时候是忽略了嘴型的调整。嘴巴从最小张到最

大也就几厘米的距离，用这几厘米的距离去唱二个八度必须

要做细微的调整，要想达到最佳的歌唱效果甚至相邻的两个

音都需要做一点点微调。就像穿鞋一样，不能一个尺码对应

所有的脚，要根据不同脚的大小胖瘦做调整才能保证舒适，

同理，声音也是一样。所以要在正确的练习中去找出最适合

的嘴型养成肌肉记忆力。

6  结语

以上都是声乐学习中常遇到的一些易被忽略的细节，声

乐学习者永远不要忘了一句话“决定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

最低的那根木条”，声乐学习的关键一定要具备对细节的把

控力和观察力，提高声乐演唱绝不仅仅只是发发声而已，各

个语言表演艺术都会给音乐学习带来启迪，声乐的终极目标

是与人心灵的沟通，而技术技法是帮助歌者达成这一目标。

让学习者“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声乐学习的基础，才

能让声乐学习提升更高的层面，表演艺术达到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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