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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mporary world music culture, pop music has been more widely concerned and sought after than traditional 
music and presents a trend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Due to the popular singing the art for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imes, the pursuit 
of frontier personalized expression, various music style, and market demand in real time as the va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eed 
change, the aesthetic demand of the audience also increase accordingly, cultivate a good comprehensive music quality of pop singing 
professional talent is the current music professional colleges popular singing education is facing an important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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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代世界音乐文化的交融，流行音乐较传统音乐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与追捧且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由于流行演唱这
一艺术形式与时代息息相关，追求前沿个性化表达，音乐风格多种多样，同时以市场实时需求作为其风向标，在极速更迭
的背景下，听众的审美需求也相应提高，培养具有良好综合音乐素质的流行演唱专业人才是当前音乐专业院校流行演唱教
育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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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行演唱中综合音乐素质的重要性

当今流行音乐在全球文化娱乐领域发展势头迅猛，占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其表达贴近大众生活，风格多种多

样，旋律通俗易懂且朗朗上口拥有着广大的受众群体。流行

音乐既是一种音乐类型，也是一种文化形式。作为专业人才

孵化基地的音乐院校，如何培养流行音乐市场对应所需的专

业人才是一项长期探索的重要任务。相比传统声乐唱法，流

行演唱专业人才培养对全方位综合音乐素养有着更高的要

求，这对提高演唱者艺术表现力与专业水平起着关键作用。

娴熟的声乐技巧是演唱者必备的基础技能，除此以外，综合

音乐素质应当包括乐器演奏、音乐编创、流行音乐理论知识

以及对音乐风格和文化的了解等诸多方面。综合音乐素质的

培养有利于鼓励演唱者跳出歌手单一的框架束缚，尝试多维

度地理解创造音乐，为流行音乐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众所周知，健康平衡的声乐技巧对演唱者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恰当的发声方法与稳定的呼吸支撑既能保护演唱

者声带同时又能让声音更富层次动态。作为一名流行歌手，

不应只单单仅限于追求卓越的声乐技巧，掌握一门或者多门

的乐器基本演奏能力，如钢琴、吉他等能够帮助歌手更好的

理解音乐本身，从而更加自由流畅地表达自己对音乐的个人

理解，实现对歌曲的二度创作。音乐的编创能力则使得歌手

由单纯的歌者身份向唱作型的复合身份转变，通过对周边存

在的个人感悟，以音乐为表现载体进行传输，自我定义音乐

风格，具有对市场音乐文化潮流产生影响的潜在能力。流行

音乐理论知识使演唱者通过严谨的理论知识构架了解构成

歌曲的底层逻辑以及风格辨析等等，通过流行音乐理论的学

习可以使演唱者更能掌握作品中的节奏、律动与和声从而对

歌唱进行更精准、表现力更强的加工。流行音乐作为舶来品，

不同的作品呈现其特色的文化属性，因此深入了解流行音乐

的风格和文化内涵，有助于演唱者在演唱和创作中融入多元

文化色彩，以拥有跨文化的视角丰富演唱者对音乐的艺术表

达，还能帮助演唱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与听众进行更深入的

交流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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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行演唱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综合音乐素养

2.1 声乐技巧与发声方法
平衡稳定的声乐技巧是学生建立舞台自信的重要前提，

通过专业的声音训练能够使学生游刃有余的演绎相应作品

以及变换不同风格的演唱模式。虽然流行演唱追求个性化的

音乐表达，不局限于单一的方式方法。但建立良好的气息支

撑以及声区间平滑的衔接仍然是流行演唱声音基本功训练

所强调的重点。气息支撑在流行声乐演唱中占据着核心地

位，恰当的呼吸技巧可以对声音起到稳定而足够的支撑作

用。腹式呼吸作为一种常用的呼吸方式，通过使用参与歌唱

活动的呼吸肌肉群与声带协同工作的基本原理，以达到支持

不同声音的动态处理与持续性的目的。声道的调整能够影响

声音质感的变化，加强了发声的丰富性与共鸣感，演唱者在

调节发声位置时，可借助喉位、软腭、舌头、嘴唇等部位调

整，从而变换出不同的声音色彩，更富有层次，使之符合不

同演唱风格及情感表达，平衡的发声方法能去掉不必要的喉

外力，在不影响声音美感的前提下，音色变化就是演唱者在

演唱过程中依据作品的实际情感需求与风格的需要来调节

声音色彩，演唱者可以通过对声带闭合能力与影响共鸣的发

声部位来营造多样化声音效果。

成熟的发声技巧包括稳定的胸声、弱混声、平衡混声、

气声等等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交替转换，气息与声音不

同比例的协调控制能够精准匹配歌曲中不同桥段的层次动

态，从而满足歌曲需要。气息支撑技巧是整个歌唱运动中的

基础环节，奠定良好的基础只为服务于学生音乐表现力和情

感表达的提升。让学生在理解和熟练掌握气息支撑的同时，

能够驾驭不同音乐风格以及提高二度创作能力。在演唱过程

中，通过改变声音强弱，改变节奏，调节音色等手段，传

递出歌曲情感深度。歌手必须加强对发声技巧、呼吸方法、

气息调整等各项技巧的掌握，并针对流行音乐表达效果，进

行全面地分析从而提高个人演唱技巧，不断促进流行音乐的

发展。

2.2 乐器基本演奏能力
掌握乐器的演奏能力对于流行演唱的学生具有重要意

义，是更深层次理解音乐，提升其音乐素养的重要途径。没

有器乐演奏能力的学生容易过度片面强调自我声音的肌能

而忽略了与配器的协调，缺乏声音动态层次的处理从而失去

了音乐的美感。通过器乐演奏的学习，使学生在不断实践中

深入理解音乐理论知识体系中提及的和弦的构建、节奏的律

动以及乐句构成的布局。这能够提高他们对音乐的感知能

力，用器乐演奏引导声音的表达，使作品表达更加的精准

流畅。乐器的演奏能力是学生进一步掌握编创能力的必要前

提，钢琴吉他伴奏或是鼓点的驱动将允许学生在天马行空的

不停尝试中寻找音乐灵感，表达音乐的主张逐步形成自我风

格。流行演唱不应该只是关于声音展示的艺术，它是一场融

合了视听的全方位感官体验。舞台上的弹唱更能够全方位的

展示个人的音乐魅力，即兴表达个人的音乐思想，调动听众

的情绪共鸣，使舞台表现更有张力。能够熟练掌握乐器演奏

技能的学生，同时具备更高的音乐素质与乐队进行合作，更

能够与乐队成员同频共振，传达自己的音乐构思以及需求或

者协调意见，迅速达成团队间应有的默契与和谐。音乐成品

乐器的合理编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拥有演奏能力的学生都

能够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其中，促进音乐的交流与合作，从

而共同推动音乐创作的发展。在音乐行业中，更多的技能意

味着更强的竞争力，能够掌握乐器演奏技能的学生，在就业

的前景中也会有更加广阔的空间。精通演唱与器乐演奏的学

生，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能够拥有更加多元化的角色选

择如音乐制作人、作曲家、唱作人等等，进一步的拓宽他们

的求职道路。此外，乐器的演奏技能能够帮助学生在录音制

作的领域中发挥出更多的优势。在音乐的制作过程中，了解

乐器的特性和演奏技巧能够更加敏锐的感受音乐作品的质

感，更加准确的表达需求，指导乐手以及优化编曲。在录音

的过程中，他们能够更加贴切创作者的表达意图与录音师、

混音师等专业人员进行更有效地沟通。

2.3 音乐创编能力
拥有音乐的创编能力是应流行音乐市场发展需求的必

然所趋，培养唱作型流行音乐人才是专业音乐院校的重要培

养目标。音乐的创编能力的发展基于乐器演奏的能力，通过

音乐的形式记录个人情感的动态表达，是关乎于艺术多样化

个性表达以及个人音乐风格的塑造。流行音乐的终极目标是

凸显个人的音乐性格，而对于流行演唱专业的学生而言，演

绎他人的作品汲取灵感逐步形成自我的必经之路，但如何培

养和提升自己的音乐的创编能力，深化音乐理解、创作、表

演、市场竞争力以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上获得更大的优势才

是需要反复考量与思索的课题。通过音乐的创编，以音符、

节奏、律动交织而成的旋律为载体，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最

终形成不可复制，独一无二的音乐作品。从市场的需求上

看，流行音乐行业对原创歌曲的需求日益增长，随着网络时

代的迅猛发展，若单一地翻唱他人作品实现个人潜力增值并

不容易具备竞争力，难以实现突围，而好的原创作品能使创

作者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并且备受瞩目。原创歌曲是基于对

个人音乐风格的探索和定义，通过独特的音乐个性建立起个

人品牌，从而打开属于自己的受众群体。在音乐市场上占据

一席之地，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于流行音

乐高速的裂变发展，当今世界的音乐潮流不停的更替，音乐

创编的手法也需与时俱进，不同国家地区的流行音乐都自带

强烈的音乐属性同时也不断的尝试更新的融合。在创编的练

习中，学生们应当不断的与时俱进尝试创新和实验，在不同

的音乐元素和风格中尝试碰撞出新的音乐表现手法，发挥自

身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创新性思维，大胆的需求音乐创作和

演唱上的进取与突破，从而地应对各种挑战。在音乐中探寻

对周围事物的关联与感悟，逐步深化对音乐作品的表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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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能力。在与市场的不断的磨合中激活市场意识，及时了

解音乐市场的需求及痛点，把握听众的喜好以及期待，在迎

合市场部分需求保留对音乐的敏锐度同步提高大众的音乐

审美。

2.4 流行音乐理论知识
流行音乐理论知识有别于传统的音乐理论知识，其知

识发展脉络构建于爵士音乐知识系统，为演唱者理解分析音

乐作品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解音乐的

结构和内在的逻辑，涵盖了节奏律动、和声、旋律曲式等诸

多方面，共同形成了音乐语言的重要基石。这使得学生在实

际演唱中能够切实提升演唱的表现力和技术水平，通过细节

化的音乐处理如旋律的起伏、和声的配置或者节奏的变化表

达歌曲力特定的情感以及意境，更富感染力。学习流行音乐

理论知识追溯至音乐构成的底层逻辑，对理解音乐风格的形

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使学生更好的理解

歌曲的情感以及风格特点，如 R&B、爵士等，帮助学生在

演绎时恰如其分的运用相应的技巧以及风格，根据自身的嗓

音特质合理的对作品进行重塑，展示出更高的专业素养。流

行音乐理论知识应当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有机结合

起来，学生通过实际演唱练习有效的将音乐理论知识运用到

实践当中，同时在对演绎的音乐作品进行解析的基础上，运

用所学的音乐理论知识进行深入了解，以促进自身演唱技巧

与表现力的提高。

2.5 音乐风格与文化理解
流行音乐风格流派众多，不同的音乐风格体现出不同

的文化背景的表达特征，正确的把握音乐风格与文化理解是

学生必备的综合素养之一。音乐作品的样式往往体现的是文

化生活的表述与深刻洞悉。音乐风格多样是流行音乐的重要

特征，由爵士乐即兴洒脱向摇滚乐激情奔放转变，由乡村音

乐朴实自然向拉丁音乐热情奔放转变，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具

有其独特的节奏、旋律和和声特性，因此，演唱者需要通过

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掌握各种音乐风格的演唱技巧，这包括

发声方法和节奏感、音域运用等，以使演唱中能准确地传达

出作品风格特色。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演唱者不仅需要对音乐作品的外

在含义有深刻的理解，还需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涵，

这涉及到对作品的创作背景、地理位置和社会背景等多个方

面的全面认识。比如唱一首异域风情浓郁的歌，演唱者就需

要对这个民族音乐特点，生活习俗，文化价值观等有所了

解，这样才能在歌唱中更好的传递出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与情感色彩。演唱者应该具有跨文化音乐审美能力，能从各

种文化音乐元素当中找到共鸣并创新性地加以整合和演绎，

这样既可以丰富演唱者艺术表现又有利于促进音乐文化交

流和发展。

3 结语

综合素质的全方位培养对流行演唱专业的学生有着重

要的意义，这意味流行演唱专业教育不应仅仅拘泥于对于学

生声音的塑造，而应该立足于复合多维的角度，帮助学生全

方位掌握多种类相关音乐能力表达自己的音乐思想，不断完

善自我，清晰个性化的定位，在广袤的流行音乐市场中主导

文化潮流，谋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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