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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演唱的声乐表演教学研究        
朱杰

 吉利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在中华文化的浩瀚长河中，古诗词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民族的情感。它们不仅
是文学的瑰宝，亦是声乐表演领域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源。随着时代的演进，古诗词演唱作为一种创新的声乐表演形式，开始在高
校声乐教学中崭露头角，成为联结传统与现代、文学与音乐的桥梁。本文分析古诗词演唱声乐表演表教学现状以及其价值意蕴，
论述古诗词演唱声乐教学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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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之瑰宝，以其精炼的
语言、深邃的意境及丰富的情感，历来备受世
人赞誉。将此类经典之作赋予音乐之翼，借助
声乐表演的形式加以演绎，既是对古诗词艺术
魅力的现代解读，也构成声乐教学创新实践的
一项重要探索 [1]。近年来，伴随文化自信的提
升及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日益重视，古诗词演唱
逐渐在高校声乐教学中赢得一席之地，成为培
育学生综合素质、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
然而，如何在声乐教学中有效地融合古诗词的
文化精髓与音乐表现力，以及如何引导学生精
准把握古诗词的情感脉络与音乐风格，是当前
声乐教育领域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古诗词演唱的声乐表演教学现状

在当前声乐教育的广阔领域中，古诗词演
唱作为一门独特课程，融合文学与音乐的双重
艺术，正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与深厚的文化
底蕴。伴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和传统文化
复兴的强劲浪潮，古诗词演唱在声乐教学中的
地位愈发显著，成为培养学生艺术修养、增强
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路径。

从教学内容的视角审视，古诗词演唱教学
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化、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2]。高校声乐课程在设置上，不仅囊括中外艺
术歌曲、民歌、歌剧等传统教学内容，更将古

诗词艺术歌曲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其中。这
些曲目以中国古典诗词为创作源泉，与现代作
曲技法相结合，既保留古诗词的文学魅力，又
为其注入新的音乐活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着重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词的创作背景、情感
内涵及音乐表达方式，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

在教学方法层面，古诗词演唱教学持续创
新，旨在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教师不仅着重
于传授声乐技巧，包括呼吸控制、发声方法及
咬字吐字等方面，还积极探寻将古诗词的意境
之美与声乐表演有机融合的有效路径。借助于
情境创设，情感引导以及多媒体辅助教学，教
师指导学生在歌唱过程中深刻体会古诗词韵味
和感情，以增强他们歌唱的艺术表现力 [3]。但
是值得关注的是古诗词演唱教学虽然已经有明
显的进步，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怎
样在传统和现代，传承和创新中寻找平衡，怎
样在保留古诗词特有韵味的前提下赋予其时代
新内涵，怎样适应不同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这些问题都需要教育者通过教学实践，不断地
探索和寻找解决的办法。

二、古诗词演唱的声乐表演教学价值意蕴

（一）助力文化传承弘扬
在当今时代，伴随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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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样性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古诗词，作
为中华文化之精髓，其传承与发展显得尤为关
键。将古诗词融入声乐表演教学之中，不仅是
对传统文化的直接沿袭，更是借助现代声乐艺
术的演绎，让古诗词焕发新生。此种教学模式，
既保留古诗词的古典风韵，又赋予其现代气息，
有助于在青少年群体中培育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与热爱，进而实现文化的有效延续与创新发展。
通过演唱古诗词，学生能在旋律与诗词的交织
中，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文
化传承的鲜活实践者。

（二）提升修养陶冶情操
古诗词凭借精炼的语言和深邃的意境，蕴

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道德观念。在声乐表演
教学中，学生经过反复吟诵与演唱古诗词，不
仅能够领略诗词的韵律美和语言美，更能在无
形中汲取其精神养分，从而提升个人的文学素
养与审美情趣。古诗词中所蕴含的山水之情、
家国情怀以及人生哲理，都是滋养学生心灵世
界的珍贵资源。通过演唱，这些高尚情操得以
内化为学生的人格特质，促进其情感的丰富与
精神的升华，最终实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的
教育目标。在此过程中，古诗词演唱成为联结
学生内心世界与传统文化精髓的纽带，助力学
生塑造健全的人格与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三）锻炼学生演唱技巧
古诗词演唱对声乐技巧的要求颇为严苛，

它要求演唱者不仅需具备坚实的声乐基础，还
需拥有对古诗词的深刻理解与表现力。在声乐
表演教学中，借助古诗词的演唱训练，学生能
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声音的控制技巧、情感的
表达方式，以及音乐与诗词意境的融合之道，
进而有效提升自身的演唱技艺。古诗词的韵律、
节奏以及声调变化，为声乐练习提供丰富的素
材，使学生在掌握传统声乐技巧的同时，也能
学会如何依据诗词内容灵活调整演唱风格，实
现技艺与艺术的完美交融。此外，古诗词演唱
还尤为注重“以情带声”，要求演唱者能将个
人情感深植于诗词之中，这一过程无疑是对学
生情感表达能力的深度锤炼，有助于培养其成
长为兼具深厚艺术功底与独特艺术魅力的声乐
人才。

三、高校古诗词演唱的声乐表演教学路径

（一）融合古典韵味，创新演唱技法
在探索古诗词演唱于声乐表演教学的新路

径之际，我们面临着一项重大任务：如何在保
持古典韵味的同时，创新演唱技法，为古老诗
词注入新的活力？这既是对教学技巧的考验，
也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实践 [4]。《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
确指出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为我们的教学指明方向。保持古典韵味，
意味着在演唱中需精准捕捉古诗词的音韵美和
意境美；而创新演唱技法，则要求我们在声乐

技巧上寻求突破，使演唱既符合现代审美，又
不失古典韵味。这既体现对传统艺术的尊重，
也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高校古诗词演唱声乐表演教学选用李白《将
进酒》这首教学曲目无疑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尝试。《将进酒》素以豪放不羁，气势恢弘著
称于世，怎样在歌唱时既能表现出它的古典韵
味又能创新歌唱技法就成教学中的一个中心课
题。为此，我们首先需深入分析《将进酒》的
诗词意境，引导学生理解李白借酒抒怀、追求
自由的情怀。在演唱技巧方面，将传统戏曲唱
腔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借用京剧“喊嗓”手法
来加强唱腔的强度与穿透力；与此同时，还借
鉴现代流行音乐演唱方式，让声音更有层次感、
表现力更强。此外，我们还鼓励学生尝试使用
不同的音乐风格重新诠释《将进酒》，如爵士、
摇滚等，以此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使古老的诗
词在现代音乐的土壤中绽放出新的光彩。通过
这样的教学实践，学生不仅掌握古典诗词的演
唱技巧，还学会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为古诗词演唱的声乐表演教学开辟新的
道路。

（二）解析诗词意境，深化情感表达
在古诗词演唱的声乐教学实践中，深入挖

掘诗词意境并引导学生深化情感表达，是提升
演唱艺术性的核心所在。正如《中国教育现代
化 2035》所倡导的，教育应致力于‘关注学生
审美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育’，这为我们的教
学实践指明方向。解析诗词意境，即需引导学
生深刻领悟诗词背后的历史脉络、文化意蕴及
作者的情感世界；而深化情感表达，则要求学
生在演唱过程中能将此种理解转化为真挚的情
感流露，使得演唱不仅仅是声音的展现，更是
心灵的深刻共鸣。

以杜甫的《登高》为例，此诗生动描绘诗
人登高望远时壮志难酬的感慨与深厚的家国情
怀，情感深邃且层次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我
们首先引导学生深入研读《登高》，剖析其意
象构造、修辞手法及情感变迁，诸如“风急天
高猿啸哀”所勾勒的凄清景象，“潦倒新停浊
酒杯”中流露的无奈与自我解嘲。继而在声乐
表演教学中，指导学生如何将这些情感细腻地
融入演唱之中，例如通过调整呼吸节奏、精准
控制音量与速度来模拟风的呼啸声，利用声音
强弱的对比来展现诗人内心的波动。特别是在
演绎“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一
句时，引导学生采用更为深沉、略带沧桑的音
色，以传达诗人历经世事后的沉痛与无奈之情。
通过这样精心设计的教学路径，学生不仅掌握
《登高》的演唱技巧，更关键的是，他们学会
如何通过演唱这一媒介，传达诗词的深层情感，
实现演唱技艺与人文素养的双重飞跃。

 （三）强化声乐基础，提升演绎能力
在探索古诗词演唱声乐表演教学的新路径

时，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环节便是加强学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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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基础的锤炼。正如古语所言：“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缺乏坚实的声乐基础，即便是
再美妙的诗词也难以通过歌声得以完美演绎 [5]。
声乐基础不仅涉及发声技巧、音准节奏的掌握，
更关乎对音乐情感的深刻领悟与表达。因此，
高校在推进古诗词演唱教学时，首要任务应是
全面提升学生的声乐技能，通过科学系统的训
练，使学生打下扎实的声乐基本功，从而在演
绎古诗词时能够更加自如地驾驭声音，准确传
达诗词的情感与意境。

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例，此
诗生动描绘琵琶声的曼妙与情感的深邃，是声
乐表演教学的宝贵素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首先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诗中的音乐描绘与情
感流转，随后开展有针对性的声乐训练。例如，
针对“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这
一句，教师可指导学生通过调整呼吸方式与共
鸣位置，模拟急雨与私语的不同音质，以增强
声音的控制力与表现力。同时，结合诗词中的
情感起伏，进行音色的明暗转换、力度的强弱
对比训练，使学生在演唱时，不仅技术上精准
无误，更能在情感上与古人产生共鸣，将《琵
琶行》中的意境通过声乐表演生动鲜活地呈现
出来。通过这样精心设计的教学方式，学生的
声乐基础得以进一步巩固，同时，他们对古诗
词的演绎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四）融入传统文化，丰富表演内涵
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之瑰宝，其演唱不仅

体现音乐之表现，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在高校声乐表演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既
可丰富表演内涵，又能增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
时，不仅要重视声乐技巧的训练，更要注重文
化背景的铺垫与诗词意境的营造，引导学生将
传统文化感悟融入演唱之中，使表演不仅是声
音的展现，更是文化精神的传递。

以宋代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为
教学曲目，该词借元宵佳节之景，描绘词人寻
求理想伴侣而未得的惆怅心境，蕴含深厚的文
化底蕴与丰富的情感层次。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首先需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宋代元宵节的习
俗、词人的生平及创作背景，为学生构建一个
充实的文化语境。随后，在声乐指导中，融入
对词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意境的剖析，指导学生通过声音
的变化，如音量的调控、速度的快慢、音色的
转换，来细腻表现词人内心的波动与情感的起
伏。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掌握这首
词的演唱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表演中融
入对宋代文化与词人情感的深刻理解，使演唱
更加生动、富有内涵，真正实现声乐表演与传
统文化教育的有机融合。

（五）实践多样形式，拓展表演空间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指出，需“充实并拓展校园文化内涵，

推动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项目
融入校园”。传统声乐教学往往偏重于技巧训
练，却忽视对表演形式与空间的创新探索 [6]。
通过纳入诸如音乐剧、跨界融合演唱、古诗词
吟诵音乐会等多样化的实践形式，不仅能够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还能使他们在实践中更深入
地领悟古诗词的文化意蕴与情感传达。

以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例，
该诗词意境悠远，情感深邃，极为适宜进行多
元化的声乐表演教学实践。教师可指导学生将
诗词改编为小型音乐剧，选取其中“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等富含哲理的诗
句作为核心唱段，并融入现代音乐元素，例如
轻音乐、电子合成器等，创作出既传承古典韵
味又不失现代气息的音乐作品。同时，鼓励学
生利用校园内的自然景观，如湖畔、林荫道等，
作为天然舞台进行实地演唱，使表演与自然环
境和谐相融，从而增强表演的沉浸感与感染力。
通过此类实践，学生不仅学会如何将古诗词的
情感转化为音乐语言，还在实践中提升舞台表
现力，拓展表演的空间与可能性。

四、结语

在声乐表演教学中，古诗词演唱不仅肩负
着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任，还是一条有效路径，
旨在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并陶冶其情操。该教
学通过将古典韵味与创新演唱技法相结合，解
析诗词意境并深化情感传达，致力于强化声乐
基础以提升演绎能力，同时融入传统文化元素
以丰富表演内涵，并实践多样化形式以拓宽表
演领域。高校在古诗词演唱教学领域的探索与
实践，不仅为学生带来全面且深入的艺术学习
体验，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探索新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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