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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的民族声乐教学过程中有一
些常见问题，如重视共鸣、忽视支点的错误现
象，容易误导学生对音色的误解，演唱作品时
对方法选择也有误区，在所谓的“科学的演唱
方法”的理解和审美标准上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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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中国的民族声乐演唱呈现出多元
化 的 趋 势，民 美、民 通 等 跨 界 演 唱 层 出 不 穷 ，
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 但是，无论是
传统的民族声乐演唱， 还是基于民族声乐基
础上的跨界演唱， 都不能摒弃民族声乐本身
的几个要点。 就目前的民族声乐教学而言，在
学生学习过程中有一些常见问题， 可以归结
为从四个方面来讨论。 一是在支点与共鸣，真
声与假声的取舍时不知何去何从； 二是在演
唱作品时， 对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技巧无
法正确地区别运用； 三是在 “科学的演唱方
法”的理解上有偏差；四是对民族声乐的审美
出现误区。

我发现在民族声乐的教学过程中， 有一
些教师有重视共鸣、忽视支点的错误现象。 这
种教学很容易误导学生对音色的误解。 有一
部分学习民族声乐的学生， 在演唱时出现声
音 沉 闷、晦 暗 的 问 题，而 更 糟 的 是，这 部 分 学
生自己听到的却是共鸣得很好的音色， 所以
并不愿意改正，反而在歧途上越走越远。 要改
善这种状况，最需要提高之处，便是寻找声音
的支点。 所以说，声音的支点在演唱过程中是
十分重要的。 笔者认为，声音的支点可分为三
个：腰腹的气息支点、胸腔的自然支点以及头
腔的共鸣支点。 这三个支点，缺一不可，即在
练声过程中，应该在打开共鸣的同时，应该留
意寻找三个支点的感觉， 以腰腹的支点支撑
气息，以胸腔的支点凸显音色，以头腔的支点
使共鸣规整。 落实到实践中，应该注重以下几
种感觉， 练声时， 腰腹支点要着重后腰的力
量， 留意感受胸腔中的自然音色， 头腔的支
点，应 该 往 眉 心 寻 找，在 练 声 时，要 感 觉 声 音
在人的前方。 在支点练习中，许多学生都会遇

到支点与共鸣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时常会周
期性地出现。 如果过分寻找支点，真声也就偏
多，共鸣与假声就随之减少了，声音发干发直，
而一旦过分打开共鸣，声音立刻就失了本质音
色，穿透感也少了。 其实不然，共鸣和支点是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在学习过程中，应该
在共鸣中寻找支点。 以支点带动共鸣，在共鸣
和支点的结合中，寻找自己声音的改善方向。

再说演唱作品时对方法选择的误区。 笔
者注意到，在演唱时，有一些学生表现出来的
音色与平时练声时大不一样，在练声时能发出
的明亮干净透彻的音色，在演唱作品时都不见
了。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总结出
一定的经验，一是“外笑内哭”。“外笑”即演唱作
品时一定要保持微笑的状态，哪怕是悲伤情绪
的作品，也一定要抬起笑肌；“内哭”指的是呼吸
的时候，寻找一种深受感动、鼻眼发酸的感觉，
这样有助于寻找头腔的共鸣点。 二是不要过多
地去听自己的音色，一切要以情感为重，以情
带声，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三是
保证良好的体力。 在演唱作品，尤其是在举办
演唱会或者重大演出、考试之前，应该十分注
意保证饮食睡眠， 以充足的体力去演唱作品，
因为在演唱时，演唱者的精神通常处在紧张甚
至空白的状态， 气息浅而发虚的状况时有发
生，而避免这种问题的良法就是保证充沛的体
力和精力，尽量放松到最自然的状态去调整气
息，在舞台上更应该提醒自己，越自然放松才
越有力量，也正是印证了人们常说的“无招胜
有招”。

第 三 个 方 面 可 以 从 一 些 学 生 对 所 谓 的
“科学的演唱方法”的理解上来讨论。 现在部
分地方艺术院校存在某些弊病， 即认为把声
音往后唱才是“科学的演唱方法”，其实不然。
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青年教师杨勇曾对 “科
学的演唱方法” 有所诠释， 他认为声音的走
向 ，应 该 尽 量 向 上 走 ，往 上 唱 ，不 论 民 族 、美
声， 只有在头腔寻找共鸣点才是正确的。 当
然，在声乐学习的过程中，教师的引导和学生
的悟性必须有默契的配合， 声乐练习很大程
度 上 要 建 立 在 敏 感 而 丰 富 的 想 象 力 的 基 础

上。“正确的歌唱方法的本质就是意识对人体
的指挥艺术。 ”所以，声乐教师应该下意识地
培养学生的声乐想象力。

此外，在民族声乐的审美上出现了一些误
区， 也是需要避免的。 “无论哪一个民族的音
乐，语言的特色是决定其风格的主要因素。”自
从美声唱法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之后，
民族声乐取美声唱法之长处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民族声乐是建立在汉语言的基础
上的，美声唱法的歌唱科学性确实有很多可取
之处，可借鉴并不是“拿来主义”。我了解到，现
今不少学习民族声乐的学生认为，只要美声唱
法学好了，自然就能唱好民歌，甚至认为可以
用美声唱法来演唱民歌，演唱民族声乐作品时
追求浑厚立体的音色，反而对民族声乐中十分
强调的圆润明亮的高泛音嗤之以鼻。这是很大
的一个误区， 教师在引导教学时应该注意避
免。 殊不知，在声乐教学法中所说的“勿听亮
音”指的是不要使声音直接从口腔出来，而要
经过通道，这样的引导方法对于初学者而言更
具有针对性，但是当学生具备一定的声乐基础
后，则应该引导学生寻找头腔共鸣点。

声乐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要掌握其
技术关键不仅需要一副健康的好嗓子，更需要
演唱者的良好悟性和想象力。演唱技巧说到底
是为情感服务的，何为“科学的演唱方法”一直
未有定论，但是能更好地表达情感的方法就一
定是好方法。如果要一说究竟，其实，每个演唱
者都应该探寻适合自己的方法， 归结到技巧
上，就是在强大的气息基础上，在通道共鸣和
腔体支点上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嗓音的平衡，这
个平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它随着演唱
者的年龄增长和经验积累不断改进， 没有完
美，只有慢慢地去接近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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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前民族声乐教学的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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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国间的对外贸易
越来越频繁，作为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交流工
具———商务英语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
视。 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大企业将标准化的商务
英语作为录用非英语为母语国家员工的标准。
我国随着对外贸易经济的不断深入与发展，对
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呈逐年上升，各高职院校中
已普遍开设了商务英语专业，以求为社会输送更多
的商务英语人才。 在教学中，我们要以学生的英语
基础为出发点，着眼于学生商务英语听说读写译能
力的全面提高， 狠下工夫。 商务英语也是一门语

言，语言的习得需要在一定的实践中才能得以
不断提高。 因此商务英语的教学要充分体现出
实践性的特点。

一、加强商务与英语间的联系
商务英语是以英语来表述相关的商务知

识，英语基础是学好商务英语的关键所在，我
们要注重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加
强学生的英语基础教学。 我们要摒弃传统的
“商务+英语”的教学模式，要将英语基础的培
养与专业知识相结合，要紧紧围绕商务来展开
教学。 商务英语与普通的英语教学有着明显

的区别，从阅读的内 容 上 来 说，商务英语阅读
所选入的文章是商务或文化题材，有着较强的专
业性。 因此，其教学法自然不同于普通的英语阅
读教学法。

第一，增强学生学好商务英语的信心。 现
在的学生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已具备了一定
的英语基础。 但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处于被动地位，即在家长与
教师的压力下学习。进行商务英语教学的根本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用英语来传递商务信息的
能力。 增强学生学好商务英语的信心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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