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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声乐教学中民族文化的重要性研究 

■ 王逸群 

【摘 要】：随着西方声乐艺术的创作方法 演唱技术传入我国，我国的声乐艺术在固有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审美的 

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而保持我国民族声乐自身的艺术特点是高师声乐教学中的应有的态度和尺度。本同通过 

分析高师声乐教学中对待中西声乐艺术文化的态度，探究高师声乐教育中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旨在树立民族音乐文 

化在高师声乐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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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民族声乐艺术有着丰厚优秀的历 

史与传统，从春秋战国 “声震林木 ，响遏 

行云”的高超演唱技艺，到汉乐府的 “相和 

歌”、唐诗宋词的 “吟诵”的繁荣与行文， 

从宋代的说唱、元代的散曲、杂剧，到明清 

的民歌、戏曲等均为我国声乐艺术形成和发 

展提供了厚重的宝藏，随着美声唱法这一被 

誉为科学的演唱方式传入我国，同时声乐教 

育被给予了一定重视之后，我国民族声乐艺 

术又向着新的形势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优秀 

作品。在高师的声乐教育中我必须要立足于 

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掘前辈留给我们的丰 

厚宝藏，借鉴其他元素为我们所用，这样才 

能够保持我们的民族个性与特点。 

一

． 高师声学中的中西声乐艺术教学观 

随着西方声乐艺术的创作方法 、演唱 

技术传入我国，我国的声乐艺术在固有的语 

言文化和民族审美的基础上形成了崭新的艺 

术形式，中西声乐艺术的结合一直以来都被 

广大声乐研究者作为重要的研究目标，而高 

师院主要培养未来的音乐教师，而这些音乐 

教师担负着向学生传递音乐文化知识、技能 

的重任，他们的教育观念深刻影响着学生日 

后的文化观。喻宜萱先生指出：“声乐教学 

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说它是科学 

是因为在教学中必须遵守一些自然规律和教 

学原则，说它是艺术是因为在教学中必须运 

用恰当的语言和巧妙的手法遵循启发式的教 

学方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声乐这 门实践 

性较强的艺术形式是情感和科学共同作用于 

人的内心的，科学中所要遵循的自然规律及 

教学原则是通过一定的技能和方法从科学角 

度去调节人的嗓子，而西方声乐艺术恰恰严 

格遵守了这一原则，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角 

度来研究声乐；恰当的语言则指的是声乐艺 

术背后的民族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风 

格，只有深深的把握住声乐艺术最核心的民 

族文化部分，才能够从最根本上了解并掌握 

声乐艺术。作为培养师资的专业教育机构， 

高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她的要求 

和发展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单单培养 

学生精湛的技艺，而是必须要以传承和发展 

民族文化为重心，以其他声乐艺术的优势为 

补充。 

二．高师声乐教育中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任何民族文化离开 了传统，其文化就 

会枯竭，甚至消失。但是民族传统也是可变 

的，并在不断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声乐艺术 

作为积聚了我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艺术形 

式在历史的演变中也在不断地汲取其他艺术 

的养分，每一次自身的演变和发展，都是伴 

随着社会的变革，民族审美意识及观念的更 

新，审美水平也因此得到了整体的提高，蕴 

含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要求。美声目前已 

经高师声乐教育的重点，美声艺术在几百年 

的历史沉淀下在继承和发展中走向完善，它 

不仅拥有科学的理论与训练体系和丰厚的演 

唱经验及歌唱曲目，同时在与各民族语言和 

文学结合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歌唱艺术风 

格，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高师声乐教育 

的发展则需要在借鉴美声艺术先进歌唱经验 

的基础之上，立足本民族文化，将美声的科 

学性因素融入到我国的民族音乐中来。我国 

民族声乐艺术传统是建立在传统的民歌、说 

唱、戏曲和歌舞的基础之上的艺术之大成。 

在声音上要求甜、脆 、圆、亮等；在演唱 

上讲究以字行腔 ，声随字发；在表现上要 

求润色，讲究意境和韵味，并以情感表现为 

核心。这些特点构成了我国传统声乐艺术的 

审美特征，高师声乐教学中我们要时刻把握 

好语言这一构成歌曲艺术风格的核心要素， 

因此要合理运用语言的表现手段来实现歌曲 

的艺术风格之美，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 

科学的发声方法来丰富民族语言的体现，使 

传统的吐字和咬字技巧与科学发声相结合， 

赋予传统声乐以新鲜的活力，具体地说，就 

是既做到语言的吐字、咬字不影响喉咙的打 

开，气息的通畅和音色的统一，又做到声音 

的贯通与圆润不破坏吐字的清晰与语言特色 

的表现，做到字声统一，声情并茂。如我国 

传统的民声演唱声部划分不清晰，只有高声 

部，没有中、低声部，且在歌唱时，喉咙打 

开不够，声音支点较浅，使得声音线条过细 

进而缺乏浑厚与足够的力度，尤其是女声在 

演唱大气磅礴的歌曲时，传统声乐艺术难以 

实现歌曲在声音上完美融合，而美声艺术恰 

恰弥补了演唱的这一缺陷，使声乐作品更加 

的饱满和立体。 

三．结语 

我们 的声乐 艺术正 向着 良性方 向发 

展，继承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文化是每个声乐艺术工作者应牢牢把握的底 

线，声乐艺术教育不能一层不变，也不能完 

全的拿来主义，只有将具有我国民族独特风 

格的歌曲推向世界，才能够在世界声乐艺术 

之林 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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