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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声乐表演的艺术在创造在实施过程中，能够使艺术作品本身的内涵及魅力得到进一步揭示与激发，而且还能够使

作品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和生动，拥有更好的艺术感染力，能够让观众拥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同时，对于声乐表演

的艺术再创造来讲，能够使歌唱者本身的个人表演风格与特色，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加鲜明，让观众对演唱者或者

是歌唱者本人的印象更加深刻，这对于提高个人艺术感染力与个人魅力是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

Abstract: The art of vocal music performance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can mak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m of the artistic work itself to be further revealed and inspired, but also can make the work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become 

more rich and vivid, with better artistic appeal, can let the audience have a deeper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art of vocal 

music performance to create, can make the singer’s own personal performance style and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art to create more 

bright, let the audience to the singer or the singer himself more impressive, this to improve personal artistic appeal and charm is a 

very importa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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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声乐艺术领域当中，歌唱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表

演艺术形式，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唱者既需要拥有非常高超的

歌唱技巧，也需要拥有非常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然后在表

演的过程中还需要拥有艺术再创造的能力。所以，对于一首

成功的商业作品来讲，在艺术形式以及感染力这两方面来

看，是依托创作者和演唱者之间的完美结合来实现的，演唱

者本身要拥有非常熟练的歌唱技巧，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能

够通过这些技巧来调动和烘托现场情感及气氛 [1]。而对于创

作者来讲，对于创作艺术作品的主要参与者是艺术创造过程

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演唱者所进行的二次创作是基于第一

创作者创作基础上所实现的，无论是在内涵、意境或者是情

感等方面都要更加丰富，所以对于好的声乐表演来讲，是给

一度创作生命力的艺术进行再创造。

2 一度创作与再创作关系

一度创作是当前商业保险活动中最基础的工程项目，因

为声乐表演时的表演方式以及手法和其他多个方面都需要

依托一度创作去进行规范和指导创作者本身依托自身对现

实生活及社会生活的感悟感受，体验和情感认知等，让这些

抽象化的内容在头脑当中转变为声音的形态，然后再通过乐

谱以及符号去将这些声音形态记录下来，从而形成完整的音

乐作品 [2]。而对于艺术再创造来讲，这种声乐表演艺术形式

是在歌唱者对一度创作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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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理解和处理，将一度创作作品转变成音响运动，然后

进一步对作品进行美化和补充，让作品本身的特征更加鲜

明，然后内容能够更加生动而且具有情感的呈现给欣赏者。

因此，对于艺术再创作来讲是建立在一度创作的基础上所实

现的，在一些方面可能会受到一度创作的制约及限制，但同

时在创造的过程中也拥有一定的空间和创作自由，能够充分

挖掘出作品当中所潜藏的一些内容是作品本身的内涵能够

表达得更加深刻，并且提高欣赏者自身的审美价值。所以，

对于一度创作和再创作来讲，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前者如果

离开了后者作品也无法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也无法提升作

品本身的艺术享受。

3 声乐表演的艺术再创造

3.1 艺术再创造的前提及基础

对于艺术再创造来讲，最基础的条件就是要对一度创造

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及理解，尤其是对于声乐表演的艺术在创

造来讲，演唱者是艺术再创造的主体也是执行者，要想真正

完美地对作品进行处理和表现，那么就需要对一度创造作品

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及分析。此外，因为演唱者并不是作

品本身的创作者，所以不能够从作品的表面去把握作者的创

作作品时的创作意图以及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内涵，只能够依

托自身的感知以及理解对作品进行解读，然后让演唱能够拥

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力以及艺术感染力，从而实现更好的艺术

表达效果。为了能够更好地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及理解艺术

再创造，也就是演唱者需要对创作者的商品以作品创作年代

和赏识的社会背景以及作品本身体现了时代性和民族性以

及风格性等相关特征，进行全面了解及把握。同时，还需要

对作品当中歌词内容进行深刻解读，使作品本身的主题思想

和所表达的情感能够更加鲜明，这样才可以在整体了解的基

础上为后续的再创作打下基础 [3]。

另外，在再创造的过程中，还需要从作品的内部结构当

中，对作品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包括旋律特点以及曲式结

构和音色变化特征等，而且演唱者还应当拥有良好的综合素

养，因为声乐表演本身就是集思想性以及艺术性和技巧性为

一体的表演形式，所以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演唱者本身

的思想高度以及文化储备和艺术修养等也会直接影响到艺

术再创造的水准。

3.2 提升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也是人类所特有

的，在人类进行美好事物欣赏及创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

想观念被统一称之为审美意识 [4]。而审美意识本身包括了广

义的美感以及狭义的美感，包含了与美有关的各种感受，体

验和观念以及态度，对于艺术再创造来讲，演唱者本身需要

对时代审美发展的趋势以及变化程度进行了解及研究，保障

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能够结合自身的审美意识，对作品本

身所表达的含义及内容以及形式等进行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这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再创造的价值和作用，而不是仅仅的增

加一些自身的感悟。所以对于声乐表演演唱者来讲，进行再

创作的过程中，要对自身的什么意识有准确的判断，并同时

基于自身审美意识存在的不足进行补充。

3.3 丰富的情感填充

商业表演艺术形式当中情感的表达对歌唱者来讲是最重

要的一项美学要求，同时也是对歌唱者歌唱水平进行检查及

衡量的最主要指标 [5]。而且在诸多对声乐进行研究及总结的

文章当中，也曾指出没有情感的歌唱，即使拥有再好的商业

条件及高超的演唱技巧，也不会令观众感觉到情感共鸣，所

以对于艺术再创造来讲也同样要求有情的歌声充分展现，这

才能够拥有更好的艺术感染力。歌唱者本身应当对作品内容

进行深度解读之后，对作品当中描绘人物以及事件的性情神

态和事情经历，进行全面挖掘，并对歌曲的内容和意义进行

深刻解读，这样所表现出的情感才会油然而生，而且真正做

到游刃有余。同时，还应当在创造的过程中，根据文学作品

以及电影和戏剧等与一度作品有关的艺术内容当中去了解

去体验生活当中与之有关的各种情感，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

转化，让自身的情感世界能够更加丰富而且更加生动。通过

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歌唱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及积累会越发

丰富，然后逐渐在诸多情感表达方式当中形成自身的独特形

式，同时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也能够依托自身独特的风

格以及情感表达原则的，在把握作品情感基础上是情感的表

达在艺术，在创造当中更加生动而是细致，获取到更多观众

的共鸣。

3.4 歌唱技术的保证

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歌唱者本身无论对作品理解有

多么深刻，同时情感表达有多么深挚，但是如果歌唱者本身

的歌唱技术非常的不熟练，而且发声方法以及发声技巧等也

不科学，那么是不能够将作品本身所传递的思想内涵以及艺

术魅力完全表达出来的，也难以在演唱及表演的过程中获得

理想的演唱和艺术效果。而且对于声乐表演来讲，英美本身

就具有综合性特征，所以对歌唱技术的要求就更高，只有保

证歌唱技术掌握得最扎实而且最熟练，同时表演手法最丰

富，才能够在艺术在创造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自由，面对诸多

表演要求是能够真正做到游刃有余，而且与情感相融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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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歌唱者来讲，在进行表演及演唱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技

能技巧以及表现手法是具有不同要求的，作品本身是表述的

内容以及情感基调不同，那么在艺术表现的过程中，相应的

表演技巧也需要进行转变。所以歌唱技术是需要经过长期不

断地练习以及积极探索，才能够不断丰富，对于歌唱者来讲，

应当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真正掌握相应的歌唱技巧，然后在

实际歌唱过程中进行熟练应用，这样才能够保证在演唱的时

候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以及拥有更好的艺术反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声乐表演来讲，在表演的过程中艺术再

创造，赋予了声乐表演新的魅力以及新的活力，对于声乐表

演的艺术在创造要给予高度重视。基于论文所论述内容来

看，主要是对声乐表演的艺术再创造过程，以及在创作过程

中所需要掌握的相关要领进行了介绍，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

中，要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审美意识，同时什么技巧

也需要不断进行提高，这样才能够保障艺术在创造所得作品

真正符合当前观众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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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因为其中大多数人会过早地被市场左右，失去对设计

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助长了“轻过程，重结果”“轻

知识、重技能”的浮躁心理的滋生，不利于学生日后的职业

发展和人格的健康成长。市场行情是一种表象的、显性的东

西，而教育工作者需要有前瞻性的预测和理性分析能力，将

产品设计教育相对于市场进行独立思考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一方面，通过对市场的深入了解和对学生发展潜力的研究，

把与市场有关的积极因素引入课堂，创新性地引入教学是当

务之急。另一方面，市场反馈的就业信息对于把握课程结构、

专业方向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是市场变化的一

种传达 [4]。

4 结语

综上所述，当今社会处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的时代，教

育也得适应这些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校企合作时企业和高

校就要共同合作提出统一的管理准则，依照方案再继续实

施，这样既可以提高院校在拥有社会资源前提下的办学水

准。另一方面，也能够进一步地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在

提高师资水平基准线的同时还促进了学生由校园转向社会

这一进程，加强了对学生实训能力的培养 [4]。中国的产品设

计教育经过几十年的成长，已经走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

期。产品设计教育应不断提高专业发展的整体规模和管理水

平，突出人才培养方式与社会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特点，走校

企联合办学之路，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依据自身

不同的特点，走出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办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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