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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大利美声唱法对民族声乐表演学习的启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章首先对意大利美声唱法以及民族声乐表演学习相关
进行了简单概述，其次对中国传统民族声乐表演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后针对美声唱法对中国传统民族声乐表演教学的启发
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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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承至今的有许多艺术文化的瑰宝，而我

国的传统民族声乐艺术就是其中之一。无数传统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家通

过实践总结出了许多民族声乐乐理以及民族声乐表演教学理论，不得不

承认这样的实践成果是我国悠久文化历史传承的见证，而我国传统民族

声乐势必也会不断优化民族声乐演员的表演教学理论体系，达到更高的

境界。 

1 意大利美声唱法与民族声乐表演学习相关概述 
美声演唱的这种风格对世界的声乐有很大的影响。声乐演唱方法目

前是基于传统欧洲国家的声乐技巧，特别是意大利的声乐技巧为主。随

着美声唱法的逐渐融入，我国的传统民族声乐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证民族声乐的精髓，同时也为了其进一步提升，

相关人员需要对美声唱法的融合进行详细分析，尽可能减少其不利影响，

对其未来发展进行有效控制。 

2 中国传统民族声乐表演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2.1 音色表演教学 

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当中，往往以人物角色的唱腔音色来体现人物

性格或者情绪，以我国传统民族声乐当中的“沙喉”音色为例，区别民

族声乐唱腔中大多数清亮婉转音色，“沙喉”音色着重于沙哑之音，能够

表现出民族声乐人物角色倔强的性格或者低沉的情绪，充分表现民族声

乐角色人物的特色。除此之外随着民族声乐情节的进展，人物角色情绪

的变化，音色也会随之变化。而在实际教学当中学生往往对音色的变化

难以准确把握。 

2.2 音的高低表演教学 

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的表演教学当中，自古便有着“高不揭，低不咽”

的演唱技法，意为在民族声乐的高音部分演唱不应觉得费力，而在进行

民族声乐的低音部分演唱时也不会沉重压抑，这也是我国传统民族声乐

发声理论当中对于民族声乐艺术演唱人员高低音的演唱基本要求。并且

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演艺人员在实践中总结出了音的高低不在于声的大

小，即音高不必大呼、音低也未必细语，音的高低不取决于声的大小即

音的强弱属性。尽管学生能够掌握理论知识，但对于“高不揭，低不咽”

的演唱技法仍然难以深刻理解。 

2.3 音的强弱表演教学 

在音的高低乐理分析当中提到了音的强弱，即声的大小，而与音的

高低无关。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的发声实践当中还有对于音的轻重以及

响亮程度的描述，结合如今的西方乐理来看，可以理解为音的轻重是指

音的强弱属性，而音的响亮程度则是指唱腔音色的明亮与暗淡程度。故

此所谓“轻且响”可以理解为演唱音色明亮而音相对较弱，而“重且不

响”则可以解释为演唱音色暗淡而音相对较强。此条乐理相对较易理解，

但对于学生的实际表演而言仍然存在实践困难。 

2 美声唱法对传统民族声乐表演教学工作的启发 
2.1 改善气息控制方法 

意大利是美声唱法的发源地，这种演唱方式受到文艺复兴思潮的影

响。结合美声唱法对于气息独特的控制方法，在民族传统声乐表演教学

当中应当培养民族声乐演艺人员养成腹式呼吸的习惯，增大气息压力使

得音色更为明亮有力，并且借鉴意大利美声唱法采用腹式呼吸能够使民

族声乐演艺人员的气息更为平稳悠长，更加又有利于民族声乐表演的音

色转变以及其独特唱腔展现艺术张力。 

2.2 优化混声演唱方法 

传统民族声乐表演教学当中存在着大嗓与小嗓的区别，其中大嗓即

真声，通过人体声带整体的振动进行发声，其音色明亮厚重，力量感十

足，但缺乏一定的灵性。而小嗓则是假声，其声音频率较高，具有较强

的灵活性，相较于真声而言其更加轻柔温和，但音量平衡相对更严也更

困难。真假声结合，即混声唱法，结合意大利美声唱法的综合性发声训

练相较于单一的大嗓或者小嗓训练而言更加科学合理，并且能够整合两

种发声方式的优势，规避二者的缺点，使得传统民族声乐艺术演员呈现

更好的舞台视听效果。 

2.3 适当运用腔体共鸣 

声音的发生是声带振动空气产生音波的结果，而民族声乐唱腔中音

色的复杂效果绝不仅仅是依靠单纯的声带振动能够达到的，必须要身体

内部腔体进行共鸣。在我国传统民族声乐艺术传承的悠长岁月当中，无

数传统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家通过实践总结出了许多民族声乐乐理以及民

族声乐表演教学理论，其中就包括字正腔圆。而字正腔圆中的腔除了口

腔之外，也指的是头腔共鸣。结合意大利美声唱法的口腔、头腔、胸腔

三腔共鸣法则，在民族声乐艺术演员的表演教学当中，也应当注重身体

多个腔体的共鸣，寻找后脑音使得音色更为纯净，甚至达到混音效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声乐艺术的唱腔独具艺术表现力，非常能够打动人

心。民族声乐艺术演员应当重视表演教学，将民族声乐乐理知识基础打

好，并且借鉴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混声唱法、平稳气息、头腔共鸣等技巧

优化民族传统声乐表演教学工作，确保民族声乐演艺视听效果的完美呈

现，为我国传统民族声乐长久传承发扬光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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