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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京剧和西洋美声两种唱法有诸多相同之处，通过自己多年的演唱和美声教

学中的实践及体会，运用中国传统京剧演唱方法，来解决美声唱法中气息、高音、

舌位、咬字的运用等难点问题，不仅丰富了声乐教学手段而且对美声演唱产生积极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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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意大利美声唱法历史悠久，在演唱技巧方面有一整套

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声唱法开始

传入中国并得以广泛传播发展。我国的声乐教育家培养出

许多享誉中外的美声歌唱家，这充分说明我国的美声唱法

教学水平达到相当高水准。如沈湘、周晓燕、吴其辉等老

一辈声乐教育家，独到的教学方法和理论，对美声教育得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美声唱法中的一些技巧, 即所谓美声唱法的难

点，对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被认为是深奥抽象的东西。甚

至受到长时间的困扰，难以突破。

笔者在国外长时间学习声乐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

验，在突破“难点”方面，曾受过多位国外知名美声教

育家和歌唱家的“点拨”。在中国时有一位在美国大都

会唱得很棒的韩国男中音歌唱家引导我借用中国京剧中

的“小嗓”来唱出高位置和开发高音。在意大利学习期

间，其中一部分老师常会提示我“想想你们中国的京

剧”，有的老师还会做简单的示范，那当然仅局限于简

单的“咦、咦”。这促使我对京剧的演唱方法进行较深

入地了解和学习，借鉴京剧中一些演唱方法，使我在演

唱上有了质的改变。作为曾经在意大利留学的年轻声乐

作者简介：于妲妮（1984～），女，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音乐教研室讲师。

收稿日期：2015-10-11

教师，在传授国内外传统教学方法的同时，笔者比较注

意不断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通过对传统京剧演唱

方法和美声唱法深入探讨和研究，在教学中大胆借鉴京

剧演唱中的许多方法，很好地解决了学生学习美声唱法

的“疑难问题”。

下面，仅介绍在实际教学中，从几个方面借鉴京剧演

唱方法引导学生突破演唱中遇到的难点，进行的初步探讨

和尝试，恭请读者和专家赐教。

一、关于“呼吸”问题

有关演唱时的“呼吸”问题是声乐教学中普遍重视的

问题。因为呼吸是歌唱的灵魂，没有正确的使用呼吸是不

会有好声音出现的。在美声教学中，关于如何运用呼吸方

法，在理论上是明确的。而在具体运用中，教师的理解不

同，指导方法和要求会存在差异。笔者发现在刚入校的大

一学生中，有很多学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问题。吸

气浅，都吸在胸上，这样的呼吸带来很多不良的连锁反

应，如声音不够贯通、不能获取高位子的面罩共鸣、喉头

抬起等等。不难看出如果气息吸得不正确，那么所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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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歌唱中最忌讳的问题。

在意大利对于解决学生呼吸僵硬、不够深的问题

时，往往会使用鼻子慢吸的方法。这是在意大利学习时

艺术指导Carmen教给我的办法。她和很多著名的歌唱家

合作过。如意大利著名女高音Marriela Evia，男高音Juan 

Diego Florez等。他们也会在自己练习时使用这种方法。

首先让学生用鼻子慢吸的过程中反复体会吸气时要有一

条线上下延展的感觉，但切记在鼻子慢吸的练习中时刻

要注意放松喉咙；其次在慢吸中体会逐渐打开上颚和整

个腔体直到吸到最高点，同时在慢中感受气息不断向下

到最低点和扩张腰部的感觉。就在这最高最低的两个支

点唱出来。这种练习是需要长时间的揣摩和体会才能逐

步解决。这气向下要吸到哪？唱时又该怎么使劲儿呢？

这是对呼吸有问题的学生和初学者常常会提出的且难以

理解的问题。我认为这时用京剧的呼吸方法来解决不失

为是个好途径。京剧中讲究丹田气的运用，气沉丹田

（气沉于低），全凭腰转，气走一条线，从小腹至口

腔，把声音唱到前面。裘盛戎先生在谈到京剧气息时讲

述：“京剧演唱讲究气口，所谓‘气口’就是指演唱时

气息的运用，必须学会深吸气，同时在演唱时始终将气

保持在深处，也就是所说的保持吸气时的状态，但切记

一定要在放松的状态下去保持呼吸的平稳，不能僵

[1]硬。” 这正和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呼吸要求如出一辙。不

论是京剧还是美声唱法在气息的训练和要求上最高境界

都要做到气息的“沉深”。

很多同学通过使用鼻子慢吸和借鉴京剧的呼吸方法，

加之老师美声演唱呼吸的示范，很容易地体会到正确的呼

吸方法，再经过不断练习，学生们在呼吸方面均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随之逐渐掌握了正确的呼吸。这时再给学生从

理论上讲解如何呼吸，指导阅读有关美声唱法的呼吸文字

资料，学生会对呼吸有更深地理解。进而会发现自己已经

在使用“横隔膜”，甚至会在演唱时已经能够自如的运用

美声唱法中常说到的“胸腹结合呼吸法”。为什么不在开

始就讲解传统美声呼吸的使用方法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学

生在运用过程中更加注重胸部的使用，使声音过重和过于

苍老。忽略腹部的运动，使气息上浮导致气息过浅，出现

声音没有根、用嗓子过多、也就是常说的演唱位置低，真

声成分过多等等一系列问题。在教学中，尽管每位教师的

讲解和使用的方法引导学生在学习声乐的道路时走的每一

步、每一条路都有所不同，但其实最终所追求的都是正确

的演唱方法。

二、舌体的正确运用

当我们听一些音乐会或在教学中时，难免会评论，怎

么音量不够大，声音靠后或是唱高音费力。有的学生学习

声乐多年却始终不能解决高音问题。那么“舌头”的不放

松可能是导致问题出现的结症所在。

在教学中很多嗓音条件不错的学生，往往由于在演唱

时舌根凸起，舌体后缩或是舌根下压，不仅造成喉咙僵

硬，声音不够流畅，音色滞重和靠后等很多问题，而且最

重要的是导致吐字不清。很多学美声的学生在演唱中国作

品时别人听不清在唱什么，同样唱意大利作品时懂意大利

语的人也会发现听不懂在唱什么。意大利美声唱法要求声

音靠前，通畅并具有穿透力，正确的咬字是解决声音靠后

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曾提出：“解

决美声唱法唱中国作品吐字不清的问题，特别需要向我国

[2]（P10）的戏曲音乐学习” 。

兰佩尔蒂在他的《歌唱艺术》一书中提到：“为了吐

字清晰就要像讲话那样自然的去唱歌，要在所有歌唱中找

到一点讲话，在所有讲话中找到一点歌唱。所以歌唱像说

[3]（P35）话般，而不是真说话般地歌唱” 。我国京剧唱腔中

特别强调“字正腔圆”。如使用京剧的咬字方法让学生体

会舌头的正确使用，纠正舌头的同时来规范吐字，从教学

实践的效果看，使学生更容易把握方法。

在京剧演唱发音中，七个常用韵母的发音部位和发

音方法均与舌头的运动动作有关，并可以划分四个口

形，即开口（a o ê）、齐齿（ ）、合口（ ）、撮口

（ü）、又称“四呼”。但我们只借鉴其中五个韵母，即a 

o e i u的舌位。a：开口，舌头松软的居于下颚牙床之中，

唇形微笑，软胯抬气；o：口微开，唇收拢，舌头与a相

同；e：在o音基础上，把唇变扁，唇角微微上提，舌体放

松；i：舌尖轻抵下齿背，舌两边翘起贴上齿内侧，口形

微笑，唇形稍扁而上提；u：舌头放松，平展居于牙床之

中口唇收拢软腭上提。通过这五个韵母舌位的摆放并使

用京剧中“喊嗓”的方式念出意大利语的“五个元

音”。这五个韵母正和意大利语的五个元音（a o e i u）

相吻合，并在舌头的摆放上要求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发

声训练还是演唱，主要都是在元音上歌唱，所以要在放

松舌头的情况下对舌位进行调整，以便在统一的腔体里

唱出准确而饱满的五个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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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传授国内外传统教学方法的同时，笔者比较注

意不断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通过对传统京剧演唱

方法和美声唱法深入探讨和研究，在教学中大胆借鉴京

剧演唱中的许多方法，很好地解决了学生学习美声唱法

的“疑难问题”。

下面，仅介绍在实际教学中，从几个方面借鉴京剧演

唱方法引导学生突破演唱中遇到的难点，进行的初步探讨

和尝试，恭请读者和专家赐教。

一、关于“呼吸”问题

有关演唱时的“呼吸”问题是声乐教学中普遍重视的

问题。因为呼吸是歌唱的灵魂，没有正确的使用呼吸是不

会有好声音出现的。在美声教学中，关于如何运用呼吸方

法，在理论上是明确的。而在具体运用中，教师的理解不

同，指导方法和要求会存在差异。笔者发现在刚入校的大

一学生中，有很多学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问题。吸

气浅，都吸在胸上，这样的呼吸带来很多不良的连锁反

应，如声音不够贯通、不能获取高位子的面罩共鸣、喉头

抬起等等。不难看出如果气息吸得不正确，那么所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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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京剧演唱讲究气口，所谓‘气口’就是指演唱时

气息的运用，必须学会深吸气，同时在演唱时始终将气

保持在深处，也就是所说的保持吸气时的状态，但切记

一定要在放松的状态下去保持呼吸的平稳，不能僵

[1]硬。” 这正和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呼吸要求如出一辙。不

论是京剧还是美声唱法在气息的训练和要求上最高境界

都要做到气息的“沉深”。

很多同学通过使用鼻子慢吸和借鉴京剧的呼吸方法，

加之老师美声演唱呼吸的示范，很容易地体会到正确的呼

吸方法，再经过不断练习，学生们在呼吸方面均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随之逐渐掌握了正确的呼吸。这时再给学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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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学生会对呼吸有更深地理解。进而会发现自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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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讲解传统美声呼吸的使用方法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学

生在运用过程中更加注重胸部的使用，使声音过重和过于

苍老。忽略腹部的运动，使气息上浮导致气息过浅，出现

声音没有根、用嗓子过多、也就是常说的演唱位置低，真

声成分过多等等一系列问题。在教学中，尽管每位教师的

讲解和使用的方法引导学生在学习声乐的道路时走的每一

步、每一条路都有所不同，但其实最终所追求的都是正确

的演唱方法。

二、舌体的正确运用

当我们听一些音乐会或在教学中时，难免会评论，怎

么音量不够大，声音靠后或是唱高音费力。有的学生学习

声乐多年却始终不能解决高音问题。那么“舌头”的不放

松可能是导致问题出现的结症所在。

在教学中很多嗓音条件不错的学生，往往由于在演唱

时舌根凸起，舌体后缩或是舌根下压，不仅造成喉咙僵

硬，声音不够流畅，音色滞重和靠后等很多问题，而且最

重要的是导致吐字不清。很多学美声的学生在演唱中国作

品时别人听不清在唱什么，同样唱意大利作品时懂意大利

语的人也会发现听不懂在唱什么。意大利美声唱法要求声

音靠前，通畅并具有穿透力，正确的咬字是解决声音靠后

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声乐教育家沈湘先生曾提出：“解

决美声唱法唱中国作品吐字不清的问题，特别需要向我国

[2]（P10）的戏曲音乐学习” 。

兰佩尔蒂在他的《歌唱艺术》一书中提到：“为了吐

字清晰就要像讲话那样自然的去唱歌，要在所有歌唱中找

到一点讲话，在所有讲话中找到一点歌唱。所以歌唱像说

[3]（P35）话般，而不是真说话般地歌唱” 。我国京剧唱腔中

特别强调“字正腔圆”。如使用京剧的咬字方法让学生体

会舌头的正确使用，纠正舌头的同时来规范吐字，从教学

实践的效果看，使学生更容易把握方法。

在京剧演唱发音中，七个常用韵母的发音部位和发

音方法均与舌头的运动动作有关，并可以划分四个口

形，即开口（a o ê）、齐齿（ ）、合口（ ）、撮口

（ü）、又称“四呼”。但我们只借鉴其中五个韵母，即a 

o e i u的舌位。a：开口，舌头松软的居于下颚牙床之中，

唇形微笑，软胯抬气；o：口微开，唇收拢，舌头与a相

同；e：在o音基础上，把唇变扁，唇角微微上提，舌体放

松；i：舌尖轻抵下齿背，舌两边翘起贴上齿内侧，口形

微笑，唇形稍扁而上提；u：舌头放松，平展居于牙床之

中口唇收拢软腭上提。通过这五个韵母舌位的摆放并使

用京剧中“喊嗓”的方式念出意大利语的“五个元

音”。这五个韵母正和意大利语的五个元音（a o e i u）

相吻合，并在舌头的摆放上要求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发

声训练还是演唱，主要都是在元音上歌唱，所以要在放

松舌头的情况下对舌位进行调整，以便在统一的腔体里

唱出准确而饱满的五个元音。

e 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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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课堂实践，很多学生认识到舌头对演

唱的重要性。所以在发声和演唱时，对于舌头放松和位子

的摆放格外注意并均有改善。同时不论是演唱中国还是外

国作品，在吐字上开始逐渐清晰，更有价值的是运用京剧

韵母舌位的放松摆放咬字训练，使学生们放松下巴，随之

声音开始靠前，对于腔体的放松打开也有所缓解。这样不

仅扩大了音量，声音也更具穿透力且更加流畅，音色更具

可听性。仅仅在演唱时一个舌体的良性变化，所给歌唱带

来的诸多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可见舌体的放松及位子的摆

放变化对美声唱法的重要性。而借鉴京剧唱腔中的咬字方

法，会使这种训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运用京剧“喊嗓”来解决唱高音问题

高音难唱往往先想到的是男高音和女高音。同样其它

声部（男、女中低声部）对于高音区的演唱也是尤为重要

的。要想唱好高音需要气息、头腔、喉咙、下巴等因素的

协调配合。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发现很多学生恐惧高音多半是真

假声使用上的问题。真声成分比重较大会直接造成喉咙过

紧和用力，整个演唱的腔体就不能放松打开高音就相对难

唱。在教学中运用京剧中的“喊嗓”练习来解决美声唱法

各个声部唱高音难的问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喊嗓”是京剧表演艺术中一种传统的声音训练方

式。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一般认为它只是

“咿-呀-咿-呀”的开声练习或是随意的扯着脖子喊叫，

其实“喊嗓”是融发声、咬字、表演等丰富内容为一体的

综合练习。在声音的训练过程中更强调在“喊”上，是指

演唱者在应用良好的呼吸技巧，并使用头腔、胸腔共鸣、

打开喉咙的正确歌唱状态下，由弱到强，由低到高，声情

并茂的“甩腔喊唱”。记得在同声乐教育家郭凌弼先生学

习期间，郭先生说当年在和沈湘先生探讨怎样演唱高音

[1]时，沈先生说高音其实就是带着方法的喊上去。 沈先生

通俗的比喻，却寓意丰富的内涵。

我在声乐教学中对于解决高音先要学会真假声使用。

主要运用京剧中青衣和小生唱腔中“i”、“u”两个韵母

来“喊嗓”。通常是由低到高让学生首先体会中低声区真

声较多的胸腔共鸣使用，并随着音区的变化在高音域“喊

嗓”，在高音区利用京剧“喊嗓”中小生所用的“小嗓”

来练习会比较容易找到声音中“集中的一个点”，也就是

美声中要求的“面罩共鸣”，就在这种练习的过程中寻找

假声以获取头腔共鸣。在美声教学中一般会使用“哼鸣”

来进行找“集中点”。在用“小嗓”练习时由于音域较高

更需要注意学生的喉咙不能僵，不能紧，而更重要的是不

能带有鼻音。在教学中有些男高音在做这项练习时会把鼻

音错当成面罩共鸣，因为面罩共鸣离鼻音很近, 好的位置

是比鼻音再高的位置。反之，停留在鼻音上或者比鼻音的

位置还低，便不是面罩共鸣了。在京剧中是很讲究头腔和

胸腔共鸣混合运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混声”。这与美

声唱法的要求不谋而合。在借鉴京剧“喊嗓”由低音到高

音循序渐进练习的过程中，学生们逐渐开始学会真假声混

合运用并从中体会到胸腔和头腔共鸣的有效使用。特别是

利用这种方法获取头腔共鸣后，通过不断的练习对于那些

真声成分较多或是高音困难的女声更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对很多因为没有高音或惧怕高音而丧失学习信心的学

生而言，经过“喊嗓”练习后会逐渐重新燃起学习声乐和

演唱的热情。对于男声，尤其是男高音，通过京剧“喊

嗓”的方式来练习高音同样效果明显，在京剧中老生、花

脸同样需要“混声”，在唱高音时向后“掩盖”“脑后摘

筋”的方法与美声唱法中高难度的男高音“关闭”唱法有

异曲同工之处。同样运用京剧中“喊嗓”方法，用“小

嗓”来练习，从小声训练开始，但小声不代表声虚，演唱

的每一个音都要有气息的支持，练习时要求从小声中一点

点体会获得假声的过程，当假声已经稳定，再进行大声的

训练。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往往我们正常的发声都是由低到

高进行练习。不过，由高到低的发声方法经过系统的教学

实践也不失为是解决高音的好办法。张美林教授曾提到：

“坚持从高往低唱的原则, 打破了传统训练模式和思维惯

[4]性” 。他认为，高低不仅指音的高低，而且更主要是指

声区的高低。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大多数人经常会说唱好

了中声区就可以唱高音，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根据男高音

声音的运行特点，一开始从高音区唱，可以较快获得混合

[4]声。 通过笔者有针对性地教学实践，学生的确能较快找

到面罩共鸣，使高音进入干脆，声带挡气、闭合能力自然

2 2加强，高音命中率就相对更高。如果从b 、c 切入，那么

2 2b 、a 等以下高音也就能轻松自然获得。此时，身体自然

挺拔，声音贯通，以“点”（最高音切入）带“线”（最

高音后的其它下行音阶）那么声音会更流畅自如。当然在

这个训练中，同样要结合小声的“喊嗓”方法来练习。往

往男高音在高音训练过程多少都会有对高音的恐惧，不过

通过这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不仅能较快地获得高音的能

力，同时更有效地锤炼和增强高音演唱的自信心和消除心

理障碍。

在研究传统京剧唱法和美声教学中不断借鉴的实际过

程中，笔者感受到中国“东方歌剧”的无穷魅力，同时也

让我的学生在演唱中受益匪浅。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戏曲

唱法，应该是青年声乐教师的必修课。这样才能真正在中

外艺术的相互借鉴中运用自如。在美声教学和演唱中如何

借鉴本民族文化中精华的东西，还需要我们年轻一代青年

声乐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美声教育的发展

要求我们在扎实继承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要勇于创新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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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课堂实践，很多学生认识到舌头对演

唱的重要性。所以在发声和演唱时，对于舌头放松和位子

的摆放格外注意并均有改善。同时不论是演唱中国还是外

国作品，在吐字上开始逐渐清晰，更有价值的是运用京剧

韵母舌位的放松摆放咬字训练，使学生们放松下巴，随之

声音开始靠前，对于腔体的放松打开也有所缓解。这样不

仅扩大了音量，声音也更具穿透力且更加流畅，音色更具

可听性。仅仅在演唱时一个舌体的良性变化，所给歌唱带

来的诸多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可见舌体的放松及位子的摆

放变化对美声唱法的重要性。而借鉴京剧唱腔中的咬字方

法，会使这种训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运用京剧“喊嗓”来解决唱高音问题

高音难唱往往先想到的是男高音和女高音。同样其它

声部（男、女中低声部）对于高音区的演唱也是尤为重要

的。要想唱好高音需要气息、头腔、喉咙、下巴等因素的

协调配合。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发现很多学生恐惧高音多半是真

假声使用上的问题。真声成分比重较大会直接造成喉咙过

紧和用力，整个演唱的腔体就不能放松打开高音就相对难

唱。在教学中运用京剧中的“喊嗓”练习来解决美声唱法

各个声部唱高音难的问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喊嗓”是京剧表演艺术中一种传统的声音训练方

式。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一般认为它只是

“咿-呀-咿-呀”的开声练习或是随意的扯着脖子喊叫，

其实“喊嗓”是融发声、咬字、表演等丰富内容为一体的

综合练习。在声音的训练过程中更强调在“喊”上，是指

演唱者在应用良好的呼吸技巧，并使用头腔、胸腔共鸣、

打开喉咙的正确歌唱状态下，由弱到强，由低到高，声情

并茂的“甩腔喊唱”。记得在同声乐教育家郭凌弼先生学

习期间，郭先生说当年在和沈湘先生探讨怎样演唱高音

[1]时，沈先生说高音其实就是带着方法的喊上去。 沈先生

通俗的比喻，却寓意丰富的内涵。

我在声乐教学中对于解决高音先要学会真假声使用。

主要运用京剧中青衣和小生唱腔中“i”、“u”两个韵母

来“喊嗓”。通常是由低到高让学生首先体会中低声区真

声较多的胸腔共鸣使用，并随着音区的变化在高音域“喊

嗓”，在高音区利用京剧“喊嗓”中小生所用的“小嗓”

来练习会比较容易找到声音中“集中的一个点”，也就是

美声中要求的“面罩共鸣”，就在这种练习的过程中寻找

假声以获取头腔共鸣。在美声教学中一般会使用“哼鸣”

来进行找“集中点”。在用“小嗓”练习时由于音域较高

更需要注意学生的喉咙不能僵，不能紧，而更重要的是不

能带有鼻音。在教学中有些男高音在做这项练习时会把鼻

音错当成面罩共鸣，因为面罩共鸣离鼻音很近, 好的位置

是比鼻音再高的位置。反之，停留在鼻音上或者比鼻音的

位置还低，便不是面罩共鸣了。在京剧中是很讲究头腔和

胸腔共鸣混合运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混声”。这与美

声唱法的要求不谋而合。在借鉴京剧“喊嗓”由低音到高

音循序渐进练习的过程中，学生们逐渐开始学会真假声混

合运用并从中体会到胸腔和头腔共鸣的有效使用。特别是

利用这种方法获取头腔共鸣后，通过不断的练习对于那些

真声成分较多或是高音困难的女声更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对很多因为没有高音或惧怕高音而丧失学习信心的学

生而言，经过“喊嗓”练习后会逐渐重新燃起学习声乐和

演唱的热情。对于男声，尤其是男高音，通过京剧“喊

嗓”的方式来练习高音同样效果明显，在京剧中老生、花

脸同样需要“混声”，在唱高音时向后“掩盖”“脑后摘

筋”的方法与美声唱法中高难度的男高音“关闭”唱法有

异曲同工之处。同样运用京剧中“喊嗓”方法，用“小

嗓”来练习，从小声训练开始，但小声不代表声虚，演唱

的每一个音都要有气息的支持，练习时要求从小声中一点

点体会获得假声的过程，当假声已经稳定，再进行大声的

训练。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往往我们正常的发声都是由低到

高进行练习。不过，由高到低的发声方法经过系统的教学

实践也不失为是解决高音的好办法。张美林教授曾提到：

“坚持从高往低唱的原则, 打破了传统训练模式和思维惯

[4]性” 。他认为，高低不仅指音的高低，而且更主要是指

声区的高低。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大多数人经常会说唱好

了中声区就可以唱高音，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根据男高音

声音的运行特点，一开始从高音区唱，可以较快获得混合

[4]声。 通过笔者有针对性地教学实践，学生的确能较快找

到面罩共鸣，使高音进入干脆，声带挡气、闭合能力自然

2 2加强，高音命中率就相对更高。如果从b 、c 切入，那么

2 2b 、a 等以下高音也就能轻松自然获得。此时，身体自然

挺拔，声音贯通，以“点”（最高音切入）带“线”（最

高音后的其它下行音阶）那么声音会更流畅自如。当然在

这个训练中，同样要结合小声的“喊嗓”方法来练习。往

往男高音在高音训练过程多少都会有对高音的恐惧，不过

通过这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不仅能较快地获得高音的能

力，同时更有效地锤炼和增强高音演唱的自信心和消除心

理障碍。

在研究传统京剧唱法和美声教学中不断借鉴的实际过

程中，笔者感受到中国“东方歌剧”的无穷魅力，同时也

让我的学生在演唱中受益匪浅。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戏曲

唱法，应该是青年声乐教师的必修课。这样才能真正在中

外艺术的相互借鉴中运用自如。在美声教学和演唱中如何

借鉴本民族文化中精华的东西，还需要我们年轻一代青年

声乐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美声教育的发展

要求我们在扎实继承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要勇于创新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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