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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边疆地区高校民族声乐训练与人才培养研究》一书，立足于边疆地区高校民族声乐训练与人才培养
工作的现状与实际，提出了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对歌唱肌能进行培养的观点，并针对声乐学习抽象、
周期长、易反复等特点，指出应从基础训练入手，遵循声乐训练循序渐进等客观规律。
全书系统阐述了边疆地区高校民族声乐训练与人才培养的学术理念、技术训练模式以及肌能训练的方
法与手段。
全书分为训练篇、感悟篇和理论篇，共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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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车绍留，汉族，男，现年44岁，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文学学士，副教授，保山市优秀
教师。
多次获国家级、省级大奖，在省级以上刊物公开发表专业学术论文30余篇，共获国家级奖3项，省级
奖13项。
现为保山师专音乐系党总支书记、音乐系民族声乐教研室主任、中国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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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民族声乐人才培养观    一、整体的教学理念    二、练习作品选择与训练过程中的评价    三、声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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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精品人才培养    一、声乐学习的自然条件    二、声乐的指导    三、科学的训练    四、勤恒的学习态度
与指导者的协调配合  第四章  当代民族声乐教学与素质教育    一、转变观念，保证素质教育的实施是
民族声乐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全面提高音乐教师队伍的素质是民族声乐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建立
和完善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的新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过程是民族声乐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改
变传统音乐教学观念，创立新的教学模式，全面走进新课程是民族声乐发展的一个学术要求    五、大
力开展音乐课外活动，加强审美教育及德育渗透是民族声乐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五章  语言在民族声乐
演唱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声乐的基本特征    二、语言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的作用和意义    三、语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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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一、“原生态”唱法与歌唱能力    二、科学发声训练与歌唱能力    三、实践性教学与歌唱能力  第
七章  民族声乐训练中科学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一、历史的呼唤与思索    二、边远地区民族声乐教
育现状及思索    三、对民族声乐科学性与民族性的基本认识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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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气息”与民族声乐训练　　一、呼吸与气息的认识　　在声乐训练中，任何技术问题
的解决，几乎都能归结到“呼吸”上来认识和研究。
声乐的学习，特别是声乐训练的初级阶段，对初学者来说，总有些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明白但似乎
又不明白的体验存在着，意识中似乎感觉到了，但又不能清晰的抓住，犹如天上的星星忽闪忽闪，就
像在太空遨游一般。
而随着训练的深入，如同终点回到起点，抓住了本质、找到了源头，那些看似抽象的“感觉”，就如
同“退潮”一般，渐渐凸现出来，甚至会收到“水落石出”的效果。
那样，在声乐训练中，问题的解决就会少走弯路，也就容易得多了。
　　在声乐训练中，我们只要对歌唱中的“气息”与我们的呼吸做些比较和研究，就不难明白，我们
歌唱动力的源泉就是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声乐训练，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将我们人本身与生俱来的呼吸，通过训练将其培养成为适合我
们歌唱所需要的“呼吸”。
实际上，这时的“呼吸”，在声乐学科中就被称为气息。
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自然”的呼吸能满足我们维持生命和日常用语的需求，而当“自然”的呼吸
经过训练、培养后，变为满足我们歌唱的“呼吸”，就被称为气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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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车绍留、张桂仙两位老师的专著《边疆地区高校民族声乐训练与人才培养研究》，是一部纯理论
的声乐专著。
它紧紧围绕当代民族声乐训练与人才培养为主线，将作者对长期的教学与人才培养实践的认识、体会
、感悟及研究成果理论化和科学化。
这是他们多年来兢兢业业、勤奋善思所结出的丰硕果实，是他们在声乐教学与人才培养知识方面多年
心血的积累，教学实践的结晶。
该书是作者对边疆地区高校民族声乐训练与人才培养的理念、方法、手段、模式的思考和研究。
其中阐明的教学思想具有辩证法，两位老师在教学中始终坚持民族声乐应遵循“民族性、科学性、艺
术性和时代性”的发展方向，具有实用性和前瞻性，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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