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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我国职业技术学校群众文化艺术专业教学的需要，更好地培养具备综合才能的群众文化人
才，受教育部的委托，我们编写了这本《群众文化艺术专业综合实践》，作为全国职业技术学校通用
教材，供教学使用。
本教材是按照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编制的《面向21世纪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ldquo;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建设规划&rdquo;项目成果中确定的&ldquo;群众文化艺
术专业教学指导方案&rdquo;编写的。
本教材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ldquo;三个代表&rdquo;重要思想为指导
，贯彻&ldquo;实践是文化艺术创造的根本途径&rdquo;的原则，密切联系我国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实
际，注意反映和吸收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与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改革的成果；从当今群众文化艺
术工作者应具备的素质需要和切实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出发，从掌握群众文化艺术综合表演能力和
辅导技术着手，本着&ldquo;丰富实用&rdquo;的观点，通过艺术节目编排实践、辅导计划编制、各种
艺术样式元素训练和策划、设计、组织实施等方面的教学实践，使学生具有比较全面的综合实践能力
和从事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综合素质。
本教材按照时代性、知识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有机结合的要求安排内容和顺序。
主要包括基本知识和综合能力两大方面：基本知识方面，努力按照发展的观点，阐述群众文化艺术综
合实践概念，把握群众文化艺术辅导的规律；综合能力方面，实践各种艺术样式的训练，突出艺术节
目编排和不同艺术形式策划、设计和组织。
力求以上两个方面前后呼应，融会贯通，以达到获得综合实践能力的目的。
学生在本课程学习中，第一章的第六、七、八节的实践，可只选学一件乐器。
本教材由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教师编撰，由该院的卢竹音教授任主编，一级演员袁开祥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人员及分工如下：袁开祥：导论，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第三、四节，第四章第三节中
的三、四；杨林荣（高级讲师）和曹亮红（讲师）：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五节；汪文华（群众文
化馆馆员）：第一章第四、六、七、八、九节，第二章第六节，第三章；卢竹音：第一章第五节，第
二章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一、二节；杜晨鹰（高级讲师）：第一章第十节和第四章第三节中的一、
二。
舞蹈照片摄影：杨林荣；文字和插图、光盘制作：金沙、施红莹。
全书由卢竹音、袁开祥统稿。
文化部教育科技司对本教材的编写给予了关怀和指导。
由于编写人员的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也由于群众文化艺术综合实践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还有待于在
深入探索中丰富发展，本教材中错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领导、专家和使用本教材的师生
们批评指正，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提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群众文化艺术专业综合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等职业学校群众文化艺术专业国家规划教材。
本书是依据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群众文化艺术专业课程设置”及“群众文化艺术专业综合实践教学
大纲”编写的。
    本书旨在通过群众文化艺术综合实践基本知识和能力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初步掌握群众文化艺术
辅导的基本规律、构成要素和组织辅导的各种技能；具有综合表演和编排节目的基础能力；熟悉常用
的几种形式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策划、设计、编排、组织实施的方法和步骤，能把握和体现群众文
化艺术活动中不同样式、不同风格的晚会主题，并具有艺术创作实践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将来
有效服务于群众文化艺术事业打下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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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呼吸是唱腔发声的动力。
呼吸方法是不是正确，不仅直接关系唱腔的好坏，而且影响唱腔艺术水平的体现。
演唱上出现的不少毛病，也往往是呼吸不正确引起的。
我们传统的戏曲唱法历来强调&ldquo;调气&rdquo;，这就是恰当的安排、控制、调整呼吸，学会运气
的各种方法。
唱腔辅导时，可对&ldquo;换气&rdquo;、&ldquo;呼气&rdquo;、&ldquo;偷气&rdquo;、&ldquo;停
气&rdquo;、&ldquo;柔气&rdquo;、&ldquo;连气&rdquo;等基本呼吸方法进行具体训练，尽量掌握换气
灵活，呼气控制，偷气轻快，柔气劲小，连气不断，停气不乱的要领。
3.发声要领唱腔的声音是表现人物感情的手段，它跟吐字、运气是分不开的。
没有准确的吐字、咬字，很难说有准确的发声；没有气息作支持，更谈不上会产生好的声音。
掌握发声要领，一是可根据被辅导者演唱上存在的毛病，作针对性的元音发声练习；二是结合唱段辅
导，在唱准字音，声随字行，顺气出声等要领上进行训练。
4.运腔特色戏曲唱腔浓厚的韵味，主要是通过不同的运腔体现的。
只有腔运得好，味道才会加强。
运腔训练，关键是掌握它的规律。
如字重腔轻、腔随字行、顺气行腔等。
总之，戏曲唱腔的运腔，应该随着人物感情的演变和字韵的转换，掌握好音色音量、气息大小、速度
快慢以及强弱、长短等变化。
如同其他声乐艺术一样，戏曲唱腔属于听觉艺术范畴。
构成唱腔的语言、气息、发声、润腔和音乐等各种因素，是互相协调有机结合的整体。
只有当演唱者在大脑神经支配下自如调动演唱技术去完美体现人物性格和情感时，唱腔才能达到人们
所称的&ldquo;声情并茂&rdquo;的要求。
因此，从某种含义上讲，演唱方法就是感觉意识调动唱腔各要素协调体现的技能。
凡是演唱者都应该注重演唱的综合体现能力的培养。
当我们从有利于学习者容易掌握的角度出发，对唱腔的技术性和艺术性问题进行分解讲述，或是有侧
重地作训练时，也须千万牢记&ldquo;综合体现&rdquo;的把握。
唱腔辅导的内容，主要根据被辅导者的演唱程度，从观众相对熟悉的剧目精彩唱段中选择。
如京剧《杜鹃山》中&ldquo;家住安源萍水头&rdquo;，越剧《白蛇传&middot;断桥》中&ldquo;西湖山
水还依旧&rdquo;，黄梅戏《天仙配》中&ldquo;夫妻双双把家还&rdquo;，豫剧《花木兰》中&ldquo;谁
说女子不如男&rdquo;等。
以上仅仅是举例说明，不同的戏曲剧种各自培育着众多爱好者，针对当地戏曲爱好者的需要，开展相
应剧种的唱腔辅导，安排适合被辅导者欣赏趣味的不同内容，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三）剧目辅导内容当得到一定基础训练后，剧目排练是被辅导者颇感兴趣的辅导内容。
有不少被辅导者在参加基础技能辅导时，就会提出排练剧目的要求。
辅导剧目的选择十分重要。
开始时，应以表演动作容易掌握、观众比较喜爱、有一定趣味性又为被辅导者所接受的&ldquo;折子
戏&rdquo;为宜。
&ldquo;折子戏&rdquo;，现在大多称&ldquo;剧目片段&rdquo;。
如《秦香莲&middot;杀庙》、《劈山救母&middot;二堂放子》、《武松&middot;打店》、《杨贵
妃&middot;贵妃醉酒》等。
也有经过长期磨炼独立成篇的，如《卖水》、《三岔口》、《天女散花》等。
为了便于作辅导参考，这里仅举越剧的剧目辅导内容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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