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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我国声乐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急需改革的现状，通过十个章节的论述，揭示声乐教学的特点和
规律，明确各级各类音乐院校的声乐教学任务、目的及具体实施方法，力图使我国的声乐教学从重技
能、轻理论的自由式发展，转变为有章可循，有理可依，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的规划式发展。
本书从章节结构到内容，涉及的是目前声乐教学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书稿的主要特色：1.对各级各类声乐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在多年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做了系统的
理论总结。
2.逐层次地揭示了声乐教学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和步骤。
3.对传统授课方式进行了优化改造。
4.从学科边缘和交叉关系中，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强化、提高了对声乐教学的认识。
5.科学系统的理论阐述，有助于科学安排教学计划。
6.教学方式方法的科学总结，有助于提高学生进人社会后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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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决定歌唱时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变化的重要部位。
　　歌唱时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的变化，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是气息流量的大小与声带作纵向、横向运
动后的协调配合，使声带的不同位置发生震动——产生声波，声波在人体内通过骨骼和肌肉的传导作
用，使胸腔、口腔、鼻腔发生共鸣的结果。
　　喉内有40多条肌肉在喉返神经和喉上神经的指挥下，参与声带作纵向和横向的运动。
喉返神经指挥着除环甲肌以外的其他有关肌肉，使声带作出横向和闭张运动（把声带拉薄，有弹性的
闭合或张开）。
喉上神经的分支则指挥着环甲肌与勺状软骨的配合运动，使声带作出纵向运动（把声带拉长）。
声带作纵向、横向、闭张运动和让声带的哪个部位来振动，我们都是无法感觉到的，只有通过动态喉
镜才可以观察到。
　　而声带的这种运动、变化过程，对一个神经系统和身体状况良好的人来说，只是一种条件反射的
过程。
我们没有必要让学习声乐的学生，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探讨和研究这个问题。
　　歌唱时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的变化，除了声带作纵向、横向、闭张运动和声带振动位置不同这些因
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控制气息流量的大小。
高音区、短乐句、弱处理时，所需要的气息流量相对较小。
低音区、长乐句、强处理时，所需要的气息流量相对较大。
而控制气息流量大小的腰腹部肌肉群，无论是它们在控制气息时对抗力度的变化，还是产生对抗运动
时运动的方向，我们不仅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触摸到，而且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对于声乐教学来说，比讲授摸不着、看不见（只有通过动态喉镜才能看见）也感觉不到的声带作纵
向、横向、闭张运动及声带在不同位置产生振动等生理解剖知识，要具体、生动、直观得多，也便于
学生的掌握和运用。
当学生明确了音越高，腰腹部肌肉的对抗力度越大，收缩幅度越小，气息流量越少；音越低，腰腹部
肌肉对抗力度越小，收缩幅度越大，气息流量越多的理论知识之后，就会通过记忆在接到音的高低长
短强弱变化的信号后，主动地通过腰腹部肌肉力度的变化和收缩的幅度来控制气息的流量，加上喉返
神经和喉上神经的指挥作用，完成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变的协调、有效运动。
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气息的支点是决定歌唱时音的高低长短强弱变化的重要部分。
　　（2）运用　　因第七章第一节中的第三点“鼻口腰腹式呼吸法”有详细论述，故在此不再重复
。
　　2．声音支点的功能及运用　　（1）功能　　两个声音的支点只有一个共同的功能——求声不求
字。
只要求完成声波在人体内，通过骨骼和肌肉的传导，到三个共鸣腔体产生联合共鸣。
　　（2）运用　　当完成吸气动作后，在作出呼气动作的同时，要求声音的两个支点同时鸣响。
做到“气动声出”（指气息呼出的一刹那，声音的第一支点产生鸣响）；“气到声流”（指气息从后
鼻管处沿着鼻管向鼻孔外流动的一瞬间，声音的第二个支点产生鸣响）；并始终做到“气随声走、声
带气行”（指控制气息流量的腰腹部肌肉群，要根据音的高低长短强弱的变化而供给信息，既不要多
给，也不能少给，更不能用气息顶着声音向体外冲。
而是要使声音在气息的托扶下，声音领着气息通过鼻孔向体外流动）。
　　3．口腔支点的功能及运用　　（1）功能　　口腔支点的功能是使口腔做到求字不求声。
这样讲，并不是抹煞口腔共鸣体“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而是避免学生由于理解上的不同，导致歌
唱时口腔内滞留过多的声音，形成适得其反的教学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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