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110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浅谈声乐教学中学生歌唱心理的引导与培养 
翟云 
集安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DOI:10.32629/jief.v2i9.1783 
 

[摘  要] 在声乐教学中，歌唱心理对演唱和教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在心理作用下进行的，声乐同样也受心理的支配

和影响，从而形成歌唱心理。不同类型的人，心理因素也不同，其性格、气质、情绪分别会对歌唱产生不同的影响。要培养正确的歌唱心理，

就得从声乐教学及声乐艺术实践入手，本文主要探究声乐教学中学生歌唱心理的引导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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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是 富有感情的艺术。正如美学家叔本华所说：“音乐决不同于

其他艺术，其他艺术只是观念的复写，观念不过是意志的对象化而已。

音乐只是意志本身的复写，这就是音乐为什么能够有力的透入人的心的

原因。”叔本华的精辟论述，一语道破了情感与音乐的本质关系。情绪与

情感在声乐教学活动中贯穿始终，只有充分而有效地运用情绪情感具有

的动力、调节、信号、感染功能，唤起学生积极健康的情绪，使学生将

“理智的思考”寓于“感情体验”中学习声乐知识技术，形成技能，使学

生感到学得轻松、愉快又有收获。 

1 声乐歌唱心理把握不好的原因分析 

1.1 演唱者自信心严重缺失 

对于声乐演唱者而言，在歌唱过程中，自信心不仅可以帮助其更好

地对作品进行演绎，还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保证整个声乐作品的演唱质量。

但是就我国现阶段的很多声乐学习者来说，很多学生尽管已经熟练地掌

握了声乐歌唱的技巧，但是在展现自己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样

一来，就很难真正地实现歌唱舞台表演。导致学生自信心缺失的因素有

很多，例如受传统美德以及历史文化的影响较大、成长过程中缺乏自信

心等。这样一来，就要求教师在实际的声乐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加强对

学生心理素质调控训练以及歌唱心理素质力度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

更好地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更好的进行舞台表演。 

1.2 在歌唱过程中过于重视技巧表现 

对于有些学习声乐的同学而言，尽管对于声乐学习非常热爱，并对

相关的声乐理论以及声乐技巧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但是在实际

的演唱过程中，演唱效果并不是特别好。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为演

唱者在实际的演唱过程中过于重视歌唱技巧表现，一旦歌唱，就会陷入

“技巧”选择的困境，进而导致歌唱过程中无论是声音还是效果方面出现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也是歌唱学习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不良歌唱心理，

只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歌唱思想观念，才能更好地对声乐作品进行展

现。 

1.3 对于歌唱得失感重视程度过高 

歌唱者过于重视演唱的得失感也是导致学生产生不良心里的原因之

一。主要表现为由于过度重视歌唱的得失感，使得学生在实际的歌唱过

程中，往往存在着许多杂念，进而导致演唱过程中出现紧张、焦虑等诸

多不良心理，这样就很难将歌曲中丰富的情感真正表达出来。不仅如此，

很多学生在其技巧、认知以及心理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好高骛远，演唱

一个难度较大的歌曲，这样就极易给自己带来严重的负担，进而导致不

良心理状态出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

学生选择合适的歌唱曲目，并将歌唱技巧等对学生进行传授，不仅如此，

在培养过程中，还应做好学生自信心的培养工作。 

2 如何加强声乐教学中歌唱心理的培养 

2.1 丰富舞台经验 

具有丰富舞台经验的歌唱者，在声乐作品的诠释过程中，相比于没

有舞台经验或者舞台经验相对欠缺的歌唱者而言，心理调控能力更强。

在实际的声乐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不断加强学生舞台

实践的能力，例如定期举办舞台艺术实践活动、举办小型声乐艺术汇报

会或者音乐会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实际的舞台演出

中，并在实际的演唱过程中，对整个舞台进行深刻地体会以及认知，以

此为基础不断提升歌唱者驾驭舞台的实际能力。歌唱者只有通过长期的

舞台经验积累，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对于歌唱心理的调控，并在此基础

上将声乐作品的艺术魅力真正地展现给观众。 

2.2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首先，对于那些气质以及性格符合声乐歌唱专业特点和要求的歌唱

者，教师应对其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心理状态进行保护和鼓励发扬，并

以此为基础形成良好且稳定的歌唱心理；其次，对于一些先天条件较差，

自身气质以及性格与声乐歌唱专业特點和要求相差较大的歌唱者，教师

则需要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计划，对歌唱者自身心理

素质在平时进行锻炼和培养，并以此为基础使学生的歌唱心理逐渐稳定、

成熟。 

2.3 要放松自然的咬字吐字 

歌唱时歌唱者应该做到吐字清晰，听众要能听清楚歌唱者唱了什么。

在歌唱中咬字与吐字是否清晰是受到紧张和放松影响的。紧张会导致咬

字与吐字模糊，严重的甚至会使声音僵硬、干涩难听，歌唱就会变得索

然无味，观众不愿意听，就无法感受歌曲的情感。所以，歌唱时要放松

自然，管理好自己的唇、齿和舌，发音是调整好它们的协调关系，使歌

唱洪亮而又清晰，这样观众就能清楚昕到所唱的歌词。 

综上所述，声乐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学科，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

意义。本文针对如何在声乐演唱中歌唱心理进行分析，将心理调控的实

际效用发挥到 大化，进而为声乐的长远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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