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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嗓音是教师最重要的职业工具、嗓音是教师形象传播的重要内容、嗓音病对教师的消极影响、教
师发声的特殊性、什么是教师发声、教师发声的特点、教师发声的要求、教师发声与其他艺术发声的
比较、教师职业需要学习科学发声、什么是科学发声、教师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发声、教师如何学习科
学发声、教师发声的物质基础、教师发声的物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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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节 嗓音在教师职业中的作用一、嗓音是教师最重要的职业工具二、嗓音是教师形象传播的重
要内容三、嗓音病对教师的消极影响第二节 教师发声的特殊性一、什么是教师发声二、教师发声的特
点三、教师发声的要求四、教师发声与其他艺术发声的比较第三节 教师职业需要学习科学发声一、什
么是科学发声二、教师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发声三、教师如何学习科学发声第一章 教师发声的物质基础
第一节 教师发声的物理基础一、声音的形成与传播二、声音的特性三、声音的共鸣第二节 教师发声
的心理基础一、人体的神经系统及其活动方式二、言语声的反馈三、声音的感知第三节 教师发声的生
理基础一、呼吸器官二、振动器官三、共鸣器官四、吐词器官第二章 教师发声训练概说第一节 练声
及其意义一、什么是练声二、教师练声的意义第二节 教师练声的科学性一、练声的目标与内容二、练
声的方式与方法三、教师发声训练效率的评价四、练声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三章 无声训练第一节 肌肉
、关节训练一、口部关节与肌肉训练二、腹部肌肉练习第二节 呼吸训练一、教师发声对气息的要求二
、教师发声呼吸的方式三、气息训练第四章 气声匹配训练第一节 起声训练一、教师发声的声门闭合
状态二、什么是起声三、起声的分类四、软起声的要领——说在气息上五、哈气练习六、气声诵读练
习第二节 气泡音训练一、什么是气泡音二、气泡音的作用三、气泡音的训练第三节 气声匹配训练一
、弹发单音节训练二、单元音的延长音训练三、慢速单音节朗读训练四、慢速双音节词语朗读训练五
、慢速多音节词语朗读训练六、慢速诗词朗读训练第四节 气息的补充与调整训练一、气息补充的要求
二、气息补充与调整的要领三、气息补充与调整的方式四、气息补充与调整的方式训练五、气声匹配
综合训练第五章 共鸣调节训练第一节 共鸣调节训练概述一、什么是共鸣调节二、共鸣调节的作用三
、教师发声的共鸣方式四、共鸣调节训练的原则第二节 口腔共鸣调节训练一、口腔共鸣调节的主要手
段二、口腔共鸣调节训练三、朗读人名单训练四、诗词、文段朗读训练第三节 胸腔共鸣调节训练一、
什么是“胸支”二、寻找胸支三、强化胸支四、胸支的调节方法五、胸腔共鸣调节训练第四节 其他腔
体的共鸣调节训练一、鼻腔共鸣的调节二、咽腔共鸣的调节三、喉腔共鸣的调节四、鼻腔共鸣训练五
、共鸣综合训练第六章 吐词训练第一节 吐词概述一、什么是吐词二、吐词的重要性三、教师发声吐
词的要求四、吐词对吐词器官的要求第二节 静态吐词训练一、单音节的吐送——吐字归音二、多音节
词语的吐送要领三、吐词与气息的配合四、静态吐词训练第三节 动态吐词训练一、动态吐词的基本单
位二、动态吐词的基本规律三、动态吐词中“枣核形”的把握与运用四、动态吐词训练第七章 教师发
声能力拓展训练第一节 教师发声能力拓展训练概述一、拓展教师的发声能力是职业的要求二、教师发
声能力拓展训练的内容与方式三、教师发声能力拓展训练应注意的问题第二节 教师发声能力拓展训练
一、嗓音变化的单一声音要素对比训练二、嗓音变化的多种声音要素对比训练三、发声能力拓展综合
训练第八章 教师嗓音的应用第一节 言语表达与用声技巧一、言语表达的方式与嗓音的运用二、言语
表达的外在技巧与嗓音的运用三、言语表达的对象与教师嗓音的运用第二节 教学言语的用声技巧一、
不同学科的嗓音运用二、教学风格与用声技巧第三节 教师嗓音的应用训练一、朗读与朗诵训练二、口
语表达方式训练三、综合训练四、模拟教学训练第九章 教师嗓音保健第一节 常见的教师嗓音疾病一
、咽炎及其防治二、喉炎及其防治三、其他嗓音病的防治第二节 教师嗓音病的成因与对策一、教师嗓
音病的成因二、教师嗓音病的应对策略第三节 教师嗓音保健常识一、维护身心健康，避免食物与药物
刺激二、用声适度，避免过度用声和滥用嗓音三、养成良好的发声习惯四、几个特殊时期的嗓音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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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嗓音的响度　　嗓音的响度与声音的强弱有关，声音强，响度就好；声音弱，响度就差。
声音的强弱依赖声门下压，与气息的关系非常密切。
对教师职业来说，并非声音越响亮越好。
声音过响会干扰学生的听课心理，降低教育教学效果。
声音太弱，学生听不清楚，教育教学任务也难以完成。
根据表1，有1／4的学生不希望教师的嗓音是过分柔弱的。
教师嗓音的响度要根据发声环境与学生人数的多少而调整。
　　（2）嗓音的力度　　嗓音的力度与嗓音清晰度呈正相关，发声有力，嗓音就清晰，发声乏力，
嗓音就含糊。
嗓音的力度与气息的密度、深度有关。
气息深、密度大，发声的动力足，嗓音就容易有力。
嗓音的力度还与吐词的力度有关。
吐词器官用力，声音清晰，反之，声音含糊。
　　（3）嗓音的高度　　根据物理学原理，高频率的声音不容易被掩蔽，所以人们通常在噪音环境
下要适当拔高音高才能让别人听清楚。
相反，嗓音过低，穿透噪音的能力弱，容易被噪音掩蔽，使人听不清楚。
教师工作用声的环境通常不是寂静无声的地方，因此教师发声时要适当提高音高，以排除噪音对嗓音
的掩蔽效应。
一般说来，教学用声以中等音高为主。
　　（4）嗓音的集中度和亮度　　声音集中、明亮，就能增加嗓音的穿透力，使嗓音清晰可闻。
相反，声音沙哑，黯淡无光，缺乏穿透力，即使用很大的劲也难以使嗓音清晰。
　　（5）音节的长度　　嗓音与语音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互依赖，互相制约。
话语中音节的时值过短，很难让人听清楚。
反之，音节时值延长，嗓音的清晰度就能增加。
这是因为，音长对音节的响度起着明显的制约作用，“缩短音节的时长，振幅曲线的时间坐标轴变短
，所包围的面积变小，听觉感知的时间缩短，响度自然也就随着降低”②。
音节时值的长短主要由韵腹决定，音节时值不够往往是由韵腹时值过短造成的。
所以，保证音节时值的关键在于韵腹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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