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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了曹文海老师的这本关于声乐教学的论著后，被他的教学研究态度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可以
看出他对声乐的热爱和对声乐教学的认真、执着。
虽然在一个普通的地方高校，面对的也许是专业程度不高的生源，但他这种努力的精神会促使他在声
乐艺术研究和声乐教学研究的道路上取得可喜的成绩。
声乐教学的原理似乎很一致，可是在理解这个一致的过程中，由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研究态度的差异
，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不一致。
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的教学中用心去发现问题，用脑子去解决问题。
而这些发现和解决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就是对歌唱原理的全面理解和对声乐教学的深刻
领悟。
当然也必须建立在自己具备良好的歌唱艺术实践能力基础之上。
曹文海老师的书几乎都是用自己的语言、感受和理解来诠释一些声乐理论和声乐现象，因此，他是有
实际体会和理解的。
衷心希望他能够把这些研究心得熟练地运用在教学中.获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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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专著的问世，是作者30多年来长期从事声乐教学和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写书的过程也是学习的
过程。
本书行文力求通俗易懂，希望对声乐教师教学和在校音乐专业大学生及广大声乐爱好者学习声乐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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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文海  男，1957年10月生。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本科毕业。
曾任教于连云港教育学院附中、连云港师范专科学校，现为浙江省台州学院艺术学院音乐副教授，声
乐教研室主任。
 
    在长期工作中，先后在《沈阳音乐学院学报》、《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四川戏剧》等刊物发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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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少年儿童与成人在歌唱发声训练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大的区别，音乐教师对这一问题要
有明确的认识。
少年儿童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知识面不宽，理解能力不如成人，但他们记忆力很强，所以课堂上要少
讲多练，避免太多理论和抽象的声乐术语。
虽然成年人与少年儿童在生理结构上是完全一样的，成人和儿童发声机能的运动，如呼吸的运动，咬
字吐字的动作，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成年人的发声器官已进入成熟阶段，而少年儿童的发声器官尚未
成熟，他们比较娇嫩脆弱，各器官的肌肉的张力、歌唱的爆发力、持久力（耐力）等方面明显不如成
人。
成人歌唱说话的声音比较宽厚、低沉、音量大，儿童说话、歌唱的声音比较明亮、纤细，音量小；成
人的肺活量较之儿童的肺活量大，体现在共鸣方面：成年人具有丰满的混合共鸣，它是由上部头腔共
鸣与中间口咽腔和下部胸腔共鸣腔体混合而成；童声歌唱多侧重口咽腔、鼻咽腔及头腔的共鸣，不像
成年人那样具有较浓厚的胸腔共鸣，而是以头腔共鸣为主，缺少丰满的混合共鸣，所以共鸣运用是不
同的。
经过训练的童声，声音比较圆润协调，有弹性，有控制，有一定成分的头声。
听起来声音“响”而不“炸”，“轻”而不“虚”，“高”而不“吊”，“低”而不“压”。
达到高高低低、上上下下音色统一，根据歌曲情感需要，强弱变化，收放自如。
儿童练声的时间不宜过长。
低年级儿童一般每次练3～5分钟，否则会因练声的枯燥而使儿童产生厌倦情绪，造成疲沓而挫伤儿童
学唱的积极性，时间过长也会造成嗓音疲劳。
1.少年儿童的歌唱学习要循序渐进。
“循序”与“渐进”是统一的，“序”是客观规律，它制约着教学的进行。
“循序”是“渐进”的前提条件，“渐进”是循序的要求和结果。
任何学科的学习都是按照学科知识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生认识发展规律，从简到繁、从少到多、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的学习。
少年儿童的歌唱学习要根据声乐艺术的规律、特点和少年儿童不同生长阶段的实际情况，在发声练习
、曲目选择、各种歌唱技能技巧、发声方法训练、形体动作、情感表达、歌曲处理等方面，应符合学
生年龄特点和接受能力，遵守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不能操之过急。
有些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有歌唱的爱好和能力，希望孩子早日出名成为歌星，望子成龙、望女成风心
切，给孩子施加了太多的压力，训练方法不符合少年儿童年龄特点，缺乏科学性，歌唱方法不正确。
违背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不但培养不出小歌星，反而对少年儿童纯净的嗓音带来损害，甚至是终
身的遗憾。
2.歌唱共鸣训练。
我们唱歌的共鸣腔简单地分为胸腔、口咽腔和头腔各共鸣器官。
儿童演唱歌曲同样需要有共鸣的扩大才能使歌声明亮、音色丰满，音量变化。
少年儿童的歌唱共鸣主要是以口咽腔和头腔共鸣为主，胸腔共鸣相对不明显，要防止学生压喉咙作出
不自然的所谓的胸腔共鸣。
如果是没有共鸣的声音只能发出单凋而细小的声音，只有通过共鸡，才能发出洪亮动听的声音，共鸣
起了扩大、美化声音的作用。
因此唱歌时要使声音通过这些共鸣腔扩大才能使歌声好听。
儿童知识面窄小，歌唱感受不深，在训练儿童歌唱共鸣时，不能从理论到理论，尽可能把那些抽象性
、概念性、理论性的发声原理，以及不易被儿童直接感受、理解的发声要求，结合孩子们能够感受到
的生活中各种共鸣现象，用浅显的语言，生动形象化的教学方法使他们接受和掌握歌唱的共鸣。
可以用孩子们熟悉的生活中的声音现象，如当我们走进一间大的空的房间说话、歌唱时会有回音，这
就是共鸣产生的回音。
也可以用乐器如小号、小提琴、二胡的发声现象来讲解人声发声的共鸣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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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声乐艺术是我从小就喜爱的艺术。
从1980年江苏省海州师范学校音乐专业中师毕业为起点，在工作中不断的学习，先后在连云港教育学
院音乐系大专毕业，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本科毕业。
声乐上曾得到过俞子正教授、程淑安教授的亲自指导，受益匪浅。
该专著的问世，是我30多年来长期从事声乐教学和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写书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
过程。
本书行文力求通俗易懂，希望对声乐教师教学和在校音乐专业大学生及广大声乐爱好者学习声乐有所
帮助。
由于本人理论水平、艺术修养和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书中在某些方面的错误在所难免，所以本人诚恳
地欢迎声乐前辈、声乐教师和广大读者给予真诚的批评、指教。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俞子正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本书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我家人的帮助。
在此，我谨向上述各有关方面及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支持、帮助我的老师、同仁、朋友们表示最诚挚
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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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声乐教学法》是21世纪音乐教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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