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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内容不可能在教学过程中全部完成，需要开辟第

二课堂。学校应提供一定时间的机房和相应实训场地，并提供

相应的设备、器材供学生使用。当然，学生要支付成本费，以免

给学校带来损失。同时还能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减少浪费。

3．教育质量观的转变

教育质量观所根据的是教育目的、培养目标。职业教育的

质量观更应倾向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但这并不代表忽视德

育，因为只有先学会做人才能学会做事。

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有什么样的评价体系和标准，

就会对学生们产生什么样的引导。用人单位在录用职业院校

学生时通常以其在校学习成绩为主，因此，学校和学生家长都

非常重视学生成绩。但是考试成绩不能代表一切，我们也不应

该仅凭几次考试就给学生做出评价。我觉得应当降低最后那

张试卷在学科总评中所占的比例。加大学习过程中的成绩考

核。比如可以建立学生个人学习档案，包括平时作业、课堂纪

律、课程设计及实际制作等环节。档案的每项内客实行量化考

核，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加强学生平时的学习，使基础理论更

加扎实。这样既克服了学生考试前突击复习的弊端，又可提高

课堂的教学效果。在每个学期期末，还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态

度和成绩进行自评和他评，以培养学生客观评价自我和他人

的能力，从而达到自律、自促的目的。最后，考试的内容也可做

些改变，减少那些纯记忆性内容，尽量增加能体现能力性或结

合实际的应用题目，使学生的综合能力有更大提高，以适应社

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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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歌唱中的情感培养

金莹

(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舞校)南校区艺术学校。辽宁沈阳 llOl86)

最能令观众赏心悦目、激动倾倒的演唱，是演员“字正腔

圆、声情并茂”的歌唱表演，它是以人声将音乐、语言、情感完

美结合的声乐艺术。已故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先生说得好：

“作为—个演员来说，如果没有感情，就只能是一个歌唱匠人，

而不能成为—个艺术家。歌以咏言、声以宣意，哀乐托于声。”

足见歌唱艺术不是为声韵而声韵，而是通过声音，将词的意

思、感情表达出来。随着情感的差异，戏曲唱腔和演唱艺术就

能千变万化、光彩夺目。因此，“演员要将自己深入到唱词的情

景中，而不能将声音、词意和感情分割开来”。

怎样才能做到声情并茂的演唱呢?心灵的投入和真情的

流露是使演唱达到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歌唱是用人声表现音乐与情感的艺术，在表现作品时，首先是

心灵的投入。

一、深入到唱词的情景中

有的歌唱者虽然能将歌词背熟，却不能深入其中，既不能

生动地描绘意境，又不能深刻地表达情感。自己脑子一片空

白，因此表现的感情也必然苍白无力。这种情况多由以下几种

原因造成：唱一首新歌之前，对歌词没做到深入细致的分析研

究，这种无动于衷的演唱无法表现触景生情、情景交融的意

境；有的歌手只重声音而不重视感情，唱的歌声音虽然很美，

但往往不感人。不能引起听众的心灵共鸣；有的歌手在演唱外

文歌曲时，只重视原文拼音发声的准确性，却不想在原文词意

上下工夫，词不达意。不懂原文的意思又怎能表达感情呢?“深

入到唱词的情景中”，就是需要将歌词内容认真、细致地分析，

了解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歌唱家仲伟在《用心去歌

唱》经验谈中告诉我们，唱歌不唱情，观众不欢迎。她说：“在一

次独唱音乐会上我演唱了《王贵是个好后生》这首歌，唱后观

众的反应并不太好。由于大家的帮助，我自己认真做了分析。

终于认识到是因为我在演唱这首歌时，仅仅关心自己的声音，

把歌曲的思想、音乐的灵魂、语言和风格等全然抛在一边，当

然就唱不好这首歌了。”可见，艺术情感要求歌唱家与观众都

受感动，只有深入到唱词的情景中才能创作出歌曲的艺术形

象。准确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二、要想感动别人。先要感动自己 }

歌唱艺术的灵魂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不会表达思想感

情的歌唱者只能算是歌唱匠人。许多著名的歌唱家在处理歌

曲时都是以一丝不苟的精神细心体会，琢磨歌词内容、思想感

情的深刻含义，用心体会，用心表现。歌唱家苏凤娟在演唱《宝

贝》时，对歌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定情境是表达一个母亲

对抗敌战争充满胜利信心的情感。她使听众仿佛看到一位游

击队员的妻子，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摇着破旧的摇篮，一面

哄孩子睡觉。一面想着她的爱人在前方打击敌人，眼神里充满

胜利的希望。苏凤娟说：“在我去云南慰问自卫反击战胜利归

来的战士，为他们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从现实生活中获得更

丰富的感受，对这种感情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因此在演唱时那

种充满胜利和相信丈夫一定会回来的心情，能够真切的表现

出来。”

苏凤娟老师的体会道出了表演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原

则：要想感动别人，先要感动自己。感动别人是艺术表演追求

的目的与效果；感动自己是演员进行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内心

感染力，它来源于演员心灵的投入。如果对角色、景物、事态、

情感一概无动于衷，演员必然缺乏创作的激情。没有心灵的投

入就不可能具有真情的流露，一切表演都将是失败的。

因此，想唱好每一首歌，都应该深入到歌词里，让自己置

身于歌词创作的情境中去，深人体验，为其感动，受其感染。只

有真实才可信，只有真实才具有美感，只有真实才能使人可亲

可爱。因此，演唱者必须用真实的艺术情感去灌注自己演唱的

歌曲形象。

三、积累感情素材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能做到真情流露，是和生活中

真实感情的体验与积累分不开的。歌词创作的思想感情必然

是以生活为依据的，它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

艺术凝聚。例如，笑，是人在喜悦、高兴时的感情表现；哭，是人

在痛苦、悲伤时的感情表现。在舞台上表演的笑和哭与生活中

的笑和哭有相似的特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舞台上决不能将

生活中的感情表现完全模仿、照搬，因为这样的表演必然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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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和生动的感染力。

歌唱情感的表达要给观众以美的感受，也就是演唱者无

论是内部情感还是外部表情都要具有艺术美感。比如笑，要笑

得甜，笑得美，笑得内在，笑得恰如其分，不能从头到尾一个劲

地笑，或者是皮笑肉不笑。笑的情感有很多种，有欢笑、微笑、

苦笑、讥笑等等。每种笑都表达不同的情感，演唱者要根据歌

曲的情感选择笑的表情。例如演唱《跳蚤之歌》时，歌唱家刘秉

义通过不同情感的笑声，把幽默、正直的讲故事者、专横昏庸

的皇帝以及不可一世的跳蚤形象。都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哭也要有哭的艺术，作为技艺和技巧，哭也要具有美感。

不能号啕大哭、痛哭流涕。甚至哭得泪流满面。唱不出声来。总

之，喜、怒、哀、乐各种情绪表情不能完全像生活中那样，而要

分别进行细致的艺术处理，从而使这些不同情绪的表情各具

艺术美感。

演员舞台表演真情的流露是生活体验之后经过艺术加

工、创作的感情的再现。一个只知道痛苦不懂欢乐的人，是

很难表现各种不同笑声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感情。才能真

实地表现它。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好的歌唱演员，就应该注

意观察生活，留心自己和周围的人在各种不同环境、不同氛

围、不同事物矛盾冲突中的心态及感情表现，将感情素材不

断积累起来。这种体验与积累越丰富，对艺术的感情表现越

有帮助。

情感体验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就是演员在生活中的

亲身经历、亲身体验，但这种体验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个

人的生活阅历是有限的；演唱者绝大部分情感体验是以间接

方式进行的，例如旅游的风光景色记忆，观看电影、电视、戏

剧、舞蹈记忆，阅读记忆等等，从中进行感情体验。演唱者利用

情感体验去认真分析、理解歌曲，加深对作品的认识，这样的

表演才真实感人。 ，

作为一个好演员，要经常深入生活，加强文化艺术修养。

多观察身边的生活，积累情感素材，这样当你需要它的时候。

它才会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责任编辑：徐冰)

在开放式教学中

培养工作技能与创新思维

李 江，赵云峰，张福勇

(鲁迅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辽宁沈阳ll0004)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

设。增加高校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开放式、实践性教学是

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综合素质、自主学习意识的探索。学习

内容与形武的开放有助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体现、增强

和培养学生创新和团队的精神，对增强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

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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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放式、实践性教学的特点

开放式、实践性教学是以创新性、设计性、自主性、实践性

为主的学习。注重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设计、自主学习、教师指

导的一种学习模式，它使师生共同建立起平等、和谐的教学环

境，达到培养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目的。

1．以学生为主体。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

传统教学方式都是以教案、教材和教师讲授成为学生获

取知识、信息的主要途径，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处于被动的状

态。这种教学模式往往使学生的潜在意识得不到开发，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被忽视。开放武教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学生为主

体，强调学生的自主思考、创新、动手，学生真正被置于学习的

主体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起到协调和指导的作用，教

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平等的，学生与教师讨论问题。不同于教师

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能够及时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采取有效的手段对学生进行监控，并组织

灵活多样的交流、讨论等活动，促进学生知识与能力的提高。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是指导者、参与者，从而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互动交流。

2．改进教学方法，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

利用事务所进行开放式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目标不再

仅局限于获取书面知识上，而是转到掌握学习方法、工作方法

和实践能力上，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体验。学生通过提

出问题、收集材料，对要解决的课题进行计划、分析、研究，可

以获得对实践的直接感受，了解分析解决问题的一般流程和

方法，学会与他人交流和合作，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

在事务所内将课程教学引入开放式、实践性教学中，需要

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例如，实例教学、课堂讨论、讲座、现场

教学、布置综合性作业等，教师结合实际工程进行教学。将设

计方法、成果引入课堂。理论联系实际，并配合方案和课堂讨

论，使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而且掌握实际应用和设计方案

与可行性。教师可以把学生带到工作实践现场教学，让学生带

着问题一边参观、一边思考，还可以聘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国

内外专家到校内做学术报告，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

二、对开放式、实践性教学的实施

事务所在时间上全天向学生开放。其中重要的是实践项

目的开放。学生可以通过自行查阅文献，自行设计，独立完成，

教师再组织讨论、指导。

(1)思考与计划。本阶段学生自由分组，在教师指导下讨

论，并确定主题，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拟定研究方向、设计

方案等。主要考察学生思考与创新的能力。

(2)学习与工作。主要是制定工作计划，进行资料收集汇

总、实践性操作，进而完成工作。主要考察学生的信息收集、知

识运用、理论到工作成果的转化过程、协作与合作、团队精神、

文字表达等能力。

(3)总结与提高。总结阶段包括共同交流评价、总结、确定

成绩等过程。教师在此阶段充分地考察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

综合表达能力等。应重视学生对设计方案的看法、意见，给予

肯定，并逐步提高要求，引导学生积极进取、不断进步。

三、重视培养工作技能与创新思维

应在开放式教学’审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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