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练声音好听 练声音心得体会(优质8
篇)

这个秋天，让运动点亮我们的生活！运动会总结要写出运动
员拼搏的背后故事和感受。运动会宣传活动的精彩瞬间，让
我们一起回忆激动人心的瞬间。

练声音好听篇一

声乐是一门需要不断练习的艺术学科，而练声音则是其中最
重要的一环。在学习声乐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从练声音中获
得肯定、改进，也体会到了一些心得与体会。

第一段： 能够正确呼吸是练声音的关键

练声音是一项基础性的训练，而正确的呼吸是练声音的关键。
在我开始练声音时，我的老师强调正确呼吸的重要性。刚开
始时我并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重要。但是，随着我对声乐技
巧的了解增加，我渐渐地明白到，要想产生最出色的歌唱效
果，需要掌握正确的呼吸技巧。

第二段：音高的决定性意义

练声音是为了达到唱出一首歌曲来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音高是决定性的因素。音高是歌曲中最基本的部分，
这决定了整个歌曲的基调和气氛。无论你唱的歌曲是属于什
么样的风格，准确的音高是取得良好表现的必要条件。

第三段：技巧调整的需求

练声音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了技巧调整的需求是不断变
化的。当我掌握了初步的喉部、呼吸和共鸣律动技巧时，我
就会遇到唱高或唱低的技巧调整要点。在当今这个高度竞争



的社会，一个成功的歌手必须始终保持进步和提升。因此，
我更加重视技巧的调整，以增强自己的声乐实力。

第四段：积极的心态调整

练声音其实不仅仅是技巧性的训练，更是情感上的体验。在
练习中，我发现积极的心态调整也是必须的。当我尝试去唱
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认真听音乐、感受着节奏和旋律，我
会慢慢地放松，专注地唱出这首歌。尤其是在演唱比赛中，
我时常强调自己的积极心态，以帮助自己用更好的状态发挥。

第五段：练习的重复与坚持

练声音的过程是不断重复和坚持的训练，需要耐心和恒心。
没有任何技能能够在短时间内完美掌握，每天坚持的练习，
不断地重复，才能真正地达到克服困难的效果。同时，在坚
持的过程中，我发现挫折也常常会给我带来压力与疲倦，所
以我会试着改变自己沮丧的情绪，调整心态，挑战自己，以
获得更好的结果。

总之，练声音是声乐学习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我意识到，正
确的呼吸、准确的音高、不断地技巧调整、积极的心态调整，
以及练习的重复和坚持都是练声音过程中所需要掌握的技能，
这些技能对于提高声乐表现力有重要的作用。希望我的这些
体会和心得能够为其他人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练声音好听篇二

音量是指声音的强弱、大小。它主要决定于气息和共鸣器。
不少人在朗诵中把握不好自己的音量，或大或小，前者对身
体消耗太大，又不利于恰当的表情大义，后者或造成听众听
不清，甚至听不见的现象。因此，音量的把握也需要必要的
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不论在何种场合，音量
都要适中，不可太大或太小。要根据听众的多少和场所的空



间大小来确定自己的音量，要使在场的所有听众都能毫不费
力的听清你的朗诵。要根据朗诵的氛围和内容来确定音量的
大小。比如：朗诵纪念性，追悼性的内容，音量不宜太大，
朗诵祝贺，声讨，动员性内容，音量可以大一些。

根据朗诵内容的长短来确定音量的大小。朗诵内容较短。一
般来说，音量可以稍大，如果内容较长，一般来说，音量可
以稍小，以免因为音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使嗓音嘶哑。

要弄清楚什么是音高，先弄清楚什么是音域。音域，是指某
一乐器或人声所能发出的最低音到最高音之间的范围。音高，
则是指人讲话时所使用的音域。音高决定于发声体的振动频
率，频率越高，声音越高。每个人的声带条件都不一样，发
音的技巧也不相同，所使用的音域不同，从而音高就不同。

通常情况下，人们讲话时使用的音域范围一般只有一个8度，
多数情形下，却只有45度。不练习时可以的，没什么大问题。
在文章内容情绪激昂的情形下，也不能把8度全用上，(偶尔
要用高8度音)，因为把8度全用上，时间稍长，会感到非常吃
力，高低起伏太大，便会高不成低不就。因此，在练习把握
高音时，要依据自己的声带情况而定，并且要留有余地，不
要将自己音域中的高音用尽，否则会给人“声嘶力竭”的感
觉。

另外，还必须注意，通唱歌一样,起音的音高一定把握好，要
适中，起音太高或太低，会给后面的朗诵带来困难，或者高
的朗诵不下去，或者低的听不清楚。一旦不小心出现了起音
偏高或偏低则应及时进行调整。

音质，又叫音色，是由于波形和范音的不同造成的声音的属
性。它主要决定与共鸣器，是声带音通过共鸣启发声音变和
变调的产物。当人的某个或某些发音器官有缺陷或发生病变，
音质就会发生变化，声音会变得不中听。还有，尽管没有发
音器官方面的问题，由于发音时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也会



影响音质。比如，鼻音过重，翘舌音使用不当，呼吸音和杂
音等，就会使声音黯然失色。

过重的鼻音是因为鼻腔的共鸣声太响亮造成的。要克服这种
毛病，主要方法是，发音吐字时嘴要张到位，舌头要用力一
些，以减少鼻腔共鸣。不当的翘舌音，常常是地方口音习惯
或因为分不清楚平舌音和翘舌音，发音吐字不准所造成的。
这样的毛病要根据前面已经谈过的正音练习中所介绍的方法
来克服。

呼吸音是由于发音时声带没有充分闭合，大量的非发声的空
气跑出来，造成嗓音中夹杂着呼吸音，或者是由于朗诵时吸
气过于频繁，讲话过快，用力过度，精神紧张，造成上气不
接下气，呼吸音过大。克服的主要办法时，在讲话或朗诵时，
按照前面介绍过的呼气与吸气的方法正确的呼呼吸，自然的
呼吸。

杂音主要来自嗓子沙哑，嘶哑，喉鸣等。主要靠平时保护好
嗓子，讲话时正确地运气，发音，从而消除影响音质的杂音，
使声音纯正。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越在嘈杂的地方，我们说话越大声，
结果声嘶力竭，自己嗓子累得要命。其实培训的时候也有，
如为了让别人都听到，尤其人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就提高
音调嗓门，不久就有“失声”的感觉。

其实好的用声者，使用在声带上的能量只占总能量的1/5，
而4/5的力量用在控制发音器官的形状和运动上面。在产生共
鸣的过程中，共鸣器官把发自声带的原声在音色上进行润饰，
使声音圆润、优美。科学调节共鸣器官可以丰富或改变声音
色彩，同时起到保护声带的作用，延长声带的寿命。

朗读的发声中，多采用中声区(平时说话时你感觉最舒服的状
态)，而中声区主要形成于口腔上下，这就决定了用声的共鸣



重心在口腔上下，以口腔共鸣为主。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共
鸣腔。一般提到的共鸣腔有头腔、鼻腔、口腔、胸腔，这四
个共鸣腔最基本。声乐学习中还有提到腹腔共鸣，不过有些
人不赞同这个提法。

除了口腔共鸣为主之外，胸腔共鸣是基础，可以加多一点，
如果有高音的时候，增加呼吸量，发挥一点鼻腔、头腔的作
用更好。

练声音好听篇三

说起语音训练，就必须讲到呼吸、共鸣和吐字归音，这是科
学发声的三个基本要素。

1.1呼吸

呼吸是发声的基础，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我们常用的是胸
式呼吸，发出的声音比较轻飘、窄细。语音训练中科学的呼
吸方法应该是胸腹联合呼吸，这种方式吸气量大，增强了呼
吸的稳健感，容易产生坚实、浑厚的嗓音，是多种音色变化
的基础，适合于长期用嗓者。对话务员来讲，掌握此方法要
特别强调坐姿坐态，人坐正，略微挺胸收腹，同时全身肌肉
要放松。

吸气要领

吸到肺底----两肋打开----腹壁站定

呼气要领

稳劲----持久----及时补换

练习一



闻花：远处飘来一股花香，香气四溢，是什么花的味儿呢?你
似乎闻到了花的芳香，深深吸进，你会觉得肺的下部及腰部
都充满了气息。

练习二

模拟吹灰尘：假如桌面上布满了灰尘，深深吸口气，然后把
灰尘均匀地吹净。

练习三

慢吸慢呼的训练：一口气数不完二十四个葫芦四十八块瓢，
一个葫芦两块瓢、两个葫芦四块瓢、三个葫芦六块瓢……(注：
慢吸慢呼，气吸八成，吐字清楚，不可求快。)

练习四

慢吸快呼的训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
皮儿(注：慢吸快呼，吐字清晰)

1.2共鸣

人的口腔、胸腔等发音器官就象一个音箱，搭配使用得当就
能发出具有磁性的嗓音，共鸣训练强调对发音器官的控制练
习，以达到理想的音质音色。

练习一

胸腔共鸣练习：暗淡反叛散慢计划到达发展

练习二

口腔共鸣练习：澎湃碰壁拍打喷泉批判品牌

练习三



鼻腔共鸣练习：妈妈买卖弥漫隐瞒出门戏迷

(注：仔细体会发音时胸腔、口腔、鼻腔共鸣的感觉)

1.3吐字归音

吐字归音强调的是对发音动作过程的控制，是一种经过加工
的艺术化的发音方法，目的是要做到吐字发音准确清晰。

字的基本构成

字头：字音发出的起始阶段，是显示字意、决定字音是否纯
正清

练声音好听篇四

练声是一件需要耐心和恒心的事情，不仅需要歌唱技巧的不
断提升，还需要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和声音发声技巧。下面
就从我的角度出发，分享一下练声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定期练声，找到自己的重心

作为一名爱好音乐的业余歌者，我每周会定期抽出时间来进
行练声。最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把握音准以及气息
的流畅度，但是慢慢地，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重心。我可以
确定，练声对于任何一个歌者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
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还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歌
曲的内涵。

第二段：声音的清晰度要有所提高

练声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每一
个音符的发声都可以更加精准。此时，我意识到，很多时候
歌唱技巧的提高是要通过练习来达到的。在练声时，我可以



不断地运用口腔的形态、发音的技巧等方式，来建立自己的
音乐语言，并且提高声音的清晰度。

第三段：呼吸方法的使用技巧

在练声的过程当中，我学会了如何运用呼吸方法来更好地进
行歌唱。通过深呼吸、颈部放松、腹部呼吸等方案，我可以
把声音放到一个更加舒适的位置，从而使得演唱效果更出色。
在练习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气息的流畅性也得到了
提升，这也是成功演唱的重要指标之一。

第四段：语感、情感的反映

在练声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了自己对于歌曲的语感、情感
的反映。因为歌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音符的堆砌，还需要
我们把握好节奏、形态、语气等方面，以便让歌曲产生更为
深刻的感觉。在练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加注重这些方
面的练习，从而让自己变得更为专业。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练声对于歌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歌曲，同时也可以在演唱时起到很好的辅
助作用。我也发现，练声不仅可以提高歌唱技术，还可以激
发我们的创新能力，为以后的音乐事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今后，我会继续保持每周的练习，并且更加注重歌曲的细节，
以便让自己在音乐方面能够做得更好。

练声音好听篇五

练声音是很多人都想要尝试的事情。我自己也曾经在这条路
上走了不少年，不断探索和尝试。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通过
练声可以改善唱歌、演讲、甚至是日常交流中的口语表达和
语言能力。然而，想要真正做到出类拔萃并不容易。在练声



的路上，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体会，帮助更多的人探
索这个充满乐趣和挑战的领域。

第二段：技术水平的提升

想要在练声上面做到比较好的成绩，首先要提升自己的技术
水平。对于绝大多数人，都需要从基础练起，掌握一些基本
的声音发声技巧，比如唱腔、喉咙位置、呼吸等等。一开始
可能会觉得很枯燥，要重复许多次才能够练到相对理想的状
态。但是耐心和恒心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
一点一滴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第三段：良好的身体状态

在练声的过程中，身体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只有
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练好声音。因为唱歌、演讲等等都需要用
到身体的核心部位，比如腹肌、胸肌等等。因此，保持健康
的饮食，做到足够的身体锻炼，缓解身体的疲惫，优化身体
状态，都是做好练声的前提。

第四段：对音乐的理解

虽然练声和音乐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要成为一个好的练声
者，对音乐的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唱歌而言，要求的
不仅仅是音高和音准，还需要表达出音乐的感情和情感。因
此，练声者一定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感觉，可
以通过听音乐，自己排练，跟其他音乐人交流等等，不断加
深对音乐的理解，让自己更好地把握音乐的韵律和节奏。

第五段：总结与建议

练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许多
时间和精力。但是，只有坚持不懈，不断尝试，才能够取得
最好的效果。而我的建议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发



声状态，多去咨询和请教经验丰富的音乐人，不断努力和提
升。这样，即使再长的路程都能够变得轻松一些，练声的过
程也可以变得更加快乐和有趣。

练声音好听篇六

歌唱时的发声和说话时的发声是不完全一样的，说话式的唱
歌或放大了的说话，都是不对的

，这会没有色彩，不是音乐化了的发声。所以说说话的发声
是不能适应歌唱的的需要的，我

们必须讲究发声方法，帮助学唱歌的人把普通的声带磨炼成
能发出优美、动听、有持久力的

合乎科学方法的、有艺术感染力的声音来。

1、 喉头和声带

喉头和声带，是歌唱的发声器官，是歌唱的核心部位，是通
向整体歌唱的要塞，是打开歌唱

艺术宝库的金钥匙。因此，了解和搞清喉头与声带在歌唱时
应处的位置和状态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来说，歌唱时喉头位置应该比平时说话时偏低一些(就
像我们深吸气时的喉头感觉，

因为吸气时的喉位，比静止时的喉位略低一点)有很多人把喉
头处于吸气时的位置称为“水

平位”。在歌唱时字与字、句与句的转换中，喉头要始终处
于这一位置，而不应做离开水平



位的向上、向下，或向左、向右的移动，当然喉头位置的稳
定是在运动中的相对稳定，而不

是僵死不动的稳定。就像浮在水面上的皮球永远稳定在水面
上的道理一样，若把皮球比做喉

头，皮球浮在水面的状态就好像喉头稳定在吸气位的状态一
样。所以歌唱时的喉头位置应始

终处于低而自如的稳定位置和喉头壁打开的状态。

2、 打开喉咙

在歌唱训练中“打开喉咙”是十分重要的中心环节，它直接
影响到声音的好坏。“打开喉咙

”也就是将喉头稳定在正确的位置上，口盖积极向上收缩成
拱形，舌根放松，平放在下牙齿

后，牙关打开，下巴放松自然放下而稍后拉，这时候的喉咙
是打开的。那么如何能帮助初学

者“打开喉咙”呢?

增长增大。所以在唱歌时，咽喉不要闭塞，要使咽喉张开，
让气息自如地送出来，“哈欠”

状态确实是打开喉咙的好办法，也使歌唱者保证了一个很好
的演唱状态。在平时练习时，还

可以用闭嘴的“打哈欠”，闭口打哈欠的时候，里边的状态
也是开的、抬的，如果我们在唱

歌的时候都能保持这个状态的话，那你的声音就不会
是“白”的、“扁”的了，你的声音就



会是“竖的”、“圆的”了。

2)用“微笑”状态来打开喉咙 我们讲的“微笑”不是光笑，
而指的是把“笑肌”抬起来。

“笑肌”抬起是要鼻、咽腔打开，大牙关打开，面部两边的
笑肌(颧骨)呈微笑状，这样的

微笑状态可以使你的喉咙打开，可以使你获得高位置的声音。
“歌唱状态就是里边的哈欠，

处头的微笑”，这话很精辟。

3、 良好的中声区

中声区是唱歌的基础，没有良好的中声区，就谈不到其他的
一切。我们应当重视中声区的练

习，多在中声区下功夫，不要急于唱很高的音。练习时，我
们先从中声区以中、小音量练习

开始，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巩固以后，再慢慢向较高一点或
较低一点的音域发展，初学者一

定要遵循由易而难的循序渐进的原则，否则一开始就猛练高
音，不但不会获得正确的高音，

反而会毁坏声带。中声区应该靠前，明亮，轻松流畅，不费
力，这样才能往上发展，为演唱

高音打开通路。中声区的声音不要强求音量，而是要自然自
如，要求音色优美和声音的灵活

性。每个声部的重要音区都是中声区。中声区要做到吸气深，
呼吸力求自然，有弹性，积极



向上，有支持点，喉头稳定松驰，不论唱高、低不同的音，
喉头的感觉都在一个位置上，声

音要往外送，但又要使声音从头到尾保持在同一音型和位置
上。我们常比喻说“声音要像穿

珍珠一样，把每个音穿在一条线上”等等，就是说声音要连
贯、统一、圆润。

4、 关于换声区

当你从低音往上唱时，唱到一定的地方，就会感到困难，容
易卡壳，这就是到了换声区了，

这时，你必须运用某种方法才能继续入上唱。歌唱者首先应
基本掌握了虽声区的唱法，然后

因人而异地作具体调整。有几种方法大家可以实践一下：

气的动作，好像“吓一跳”的生理状态，让喉头稍向下，向
后退让，以使口咽腔充分打开，

同时将中声区歌唱时向上齿龈背后发送的气息，随着音高逐
渐向上挪动，嘴也随着逐渐张开

，此时声音感觉更向上，向更远的前方发送。这时声音就自
然地进入了换声区。

点，小舌头抬起一点。在碰到换声点时，有一点必须强调指
出，就是你感到声音唱上去困难

时，甚至声音感到要出现破音时，千万不要变化发声器官的
形态，不要乱动，乱使劲，一定

要坚持迎着声音唱下去就可以了。其实换声点的总是就是一个



“混声”的问题，就是真假声

结合的问题。掩盖一些的声音就是有了假声的成分，但又不
能全假，必须与真声混合在一起

，声音的衔接才不会有痕迹，声音才不会虚和空。所以学会
换声点的过渡也就学会了假声的

唱法，而假声位置对唱歌、解决声音的统一是大有好处的。

5、 高音区的练习

高音区常常在作品的高潮中出现，有着激发听众情绪、振奋
人心的力量。唱好了高音，会给

整个演唱增添光彩。因此，具有响亮的、金属般的高音对歌
唱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在找到

了自然声区，打好了中声区的基础，又掌握了换声区的技巧
后就可以进行高音的练习。唱高

音时，两颧骨要更积极开放，整个歌唱状态要更加积极向上，
兴奋。随着音高向上，下颌需

要松弛地向下，向两侧向后拉;小舌头提起如打哈欠似地吸住
气，使喉咙更加打开，喉头不

可随音高往上移动，而是相反，逐步下降，保持在吸气的状
态，当然这个状态必须有气息的

支持。唱高音的方法是训练中的一个难点，在不断实践的基
础上，也已经总结出了很多行之

有效的方法，但每一种方法都要因人而宜，采取适合自己的
有效途径和方法。



第一个就是支点提法：在唱歌的时候好像声带不长在喉咙里，
而长在了胸口，唱每一个

字都不要离开这个支点，嘴放松唱，这样把注意力往那儿一
想，一下子声音就得到平衡了。

这种方法可以解决好几个问题：如果唱高音喉头容易上提的
话，你一想到胸口就不想喉头了

，支点一低，喉头也自然放松，下放，喉头放下以后，喉咙
自然打开。还有声带都有长在胸

口处，气息当然就不能超过声带，那一定在胸口的下面，气
息也就往下沉了，稳定了。这基

本是找到了正确的发声方法。

第二个反向提法是“喉下换字”的比喻。喉下换字的办法，
就是说一般唱高音时喉头都容易

高，那就在喉下一寸或者二寸左右的地方换，或者“贴着肩
膀换，在脖子根换”。这样唱的

时候，喉咙最容易打开，而且声音比较容易垂直，容易进入
头声，容易找到高音的焦点位置

。

6、 关闭唱法

关闭唱法一般是指男声在唱高音时，减少换声区的困难而用
的一种唱法。关闭不是把声音关

进去，而地要放出来。关闭要保持中声区的基础，关闭的目



的就在于把中、高音区正确统一

起来，这可以理解为发声器官工作上的变化，如喉咙的打开，
会厌往上竖起、咽的下部适当

u”，过多的“a”声音发白、扁，过多的“o”声音发暗，因此都必
须在实践中适当掌握。

关闭唱法是训练高音的技术有效的方法。

歌唱的发声是歌唱发声训练制造乐器的重要方面：它需要喉
头稳定，喉咙打开，声音全部搭

在气息线上，没有一个音脱离这个气息的轨道，声音均匀、
连贯、有力度，气息通畅无阻，

声区转换时不露痕迹等等，但是歌唱是高级神经系统的活动，
一个人在歌唱时的心理状态，

常常能影响其歌唱质量的好坏，因此，在唱歌时，不能只孤
立地强调哪一部分肌肉的生理活

动方面。好的声音是整个发声机能协调工作的结果。

练声音好听篇七

共鸣训练。

声带所产生的音量是很小的，只占人们讲话时音量的5%左右，
其他95%左右的音量，需要通过共鸣腔放大得来，。共鸣腔是
决定音色的重要发音器官，直接引起语音共鸣的是声带上方
的喉、咽、口、鼻四腔，此外，胸腔和头腔也有共鸣作用。
说话用声是以口腔共鸣为主，以胸腔共鸣为基础。共鸣器以
咽腔为主又可分为高、中、低三区共鸣。高音共鸣区，即头



腔，鼻腔共鸣，音流通过该区共鸣，可以获得高亢响亮的声
音。中音共鸣区就是咽腔、口腔共鸣，这里是语音的制造场，
是人体中最灵活的共鸣区，音流在这里通过，可以获得丰满
圆润的声音。低音共鸣区，主要的胸腔共鸣，音流通过该区
共鸣，可以获得浑厚低沉的声音。

要想使说话的声音好听和持久，就要正确的运用共鸣器。而
运用共鸣器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畅"与"阻"的对立和统一关系。
所谓"畅"，就是整个发音得声道必须畅通无阻，胸部舒展自
如，喉部放松滑润，脊背自然伸直，以便声音不憋不挤，形
成一个声柱流畅地奔涌出来。所谓"阻"，并不是简单的把声
音阻挡住，而是不让声音直截了当地通过声道奔涌出来，让
它通过共鸣器加工、锤炼、变得洪亮、圆润、雄浑、优美动
听。

要处理好"畅"与"阻"的关系，必须进行共鸣训练。以下介绍
几种简单易行的共训练方法。

1，放松喉头，用"哼哼"音唱歌。

2，学鸭叫声。挺软腭，口腔张开成一圆筒，边发gaga音，边
仔细体会，共鸣运用得好的gaga音好听，共鸣运用得不好
的gaga音枯燥、刺耳。

3，学牛叫声。类似打电话的"嗯"(什么?)和"嗯"(明白了)。

4，牙关大开合，同时发出"啊"音。

5，模拟汽笛长鸣声。(di)既可平行发音，也可由大到小或由小
到大地变化发音。

6，做扩胸运动，同时尽量发高亢或尽量低沉的声音。

7，"气泡音"练习。闭嘴，用轻匀的气流冲击声带，使之发出



细小的抖动声。

8，音阶层练习。选一句话，在本人音域范围内，先用低调说，
一级一级地升高，然后又一级一级地下降，在一句高一句低，
高低交替，一句话又高到低，再由低到高。

9，夸张四声练习。选择韵母因素较多的词语或成语，运用共
鸣技巧做夸张四声的训练。如：清——正——廉——洁——，
英——勇——顽——强——。

10，大声呼唤练习。假设某人在离自己100米处，大声呼唤：
张——师——傅——，快——回——来——!喂——，那——
里——危——险——，快——离——开——!

练声音好听篇八

音调的高低变化

如果你在和别人讲话时始终保持同一个音调，就如同催眠曲，
不能调动气氛，会使听的人打不起精神，昏昏欲睡，很难让
人找到你说话的重点所在，自然也就达不到沟通的目的。可
以放慢速度强调一些主要词句，在一般内容上稍微加快变化。
随着内容和情绪的变换，说话的音量和音调也应该发生变换，
在不同声音段里.要有高潮、有舒缓、有喜忧，才能引人入胜，
扣人心弦。

02

表达要清楚。

不要有太多的尾音，每个音节之间要有恰当的停顿。讲话的
音量要适当，声音太大了会让人反感，让人感觉是在装腔作
势。但音量太小会使人听着费劲，误以为怯懦。一般要根据
听者的远近适当控制自己的音量，最好控制在对方听得见的



限度内。

03

多看法语片。

大家公认法语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的确，种用气声发音
的语言充满了情调，不论法国男人、女人，发出的声音都吐
气如兰。多听听法语，哪伯你并不借这种语言，也会潜移默
化，受到熏陶。

04

要提升自己的谈吐、气质。

如果没有相应的谈吐和气质，再好的声音条件恐怕也会大打
折扣。试想如果一个人说话低俗，即便他有再好听的声音也
不会有人喜欢听。所以，与人交谈多用一些礼貌词汇和句式，
加上朗朗的风度和儒雅的气质，也可以为你的声音增加一些
分数。

05

要想拥有动听的声音，不但需要自己认真练习，还需要做声
音美容。

声音美容就是在专业的健声教练指导下，采用一套独特而科
学实用的方法，来学习和掌握发声技巧，纠正语言发音，使
人们的声音得以改善，解决追求卢音完美的人们的困惑，让
人们的声音更圆润、色彩更丰富、语言的表现力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