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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38_452397.htm 浅谈共鸣和气息控制在

有声语言艺术中的应用 无论朗诵还是朗读，气息控制和呼吸

调整是很重要的。这里我借鉴一下理论知识谈一下朗诵或朗

读文学作品。 有些朋友反映：在平时说话感觉不到气不够用

，而在有声语言表达过程中上气不接下气，这是因为平时说

话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一句话就说完了就自然停下来换

气，而在有声语言的表达中，作品是别人写的，为了能达到

作品内容的清晰完整，自己就不能随意换气.为了把作品表达

的更清楚、准确、完整听起来流畅自然，充分的表情达意。

所以在很多人一碰到长句子，索性往下冲直到气用完为止.从

而造成自己过度的喘气和换气，感觉读完特别累，另外如果

不能充分利用共鸣，那么长期下去发音器官会导致病变!好我

们分析一下导致这种情况的两个原因：其一是没有充分利用

共鸣器官，其二是气息控制不当。 平时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声带并没有震动，仅仅依靠气息的摩擦，再怎样用力，也不

会有任何声响，因为没有震动，也就没有共鸣!反之，要追求

声音洪亮，一味依靠声带的强烈震动，只能造成声带充血，

声音嘶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共鸣腔，让震动在

口腔、鼻腔甚至胸腔得到共鸣，放大，自己的声音才会饱满

，圆润，高扬，洪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几种练习方法：1

、体会胸腔共鸣：微微张开嘴巴，放松喉头，闭合声门(声

带)，练发气泡或者低低的哼唱，用手捂住胸口，体会胸腔的

震动，就感觉字像是从胸腔里透出来的一样.这就运用了胸腔



共鸣! 2、降低喉头的位置：喉部放松、放松、再放松.3、打牙

关：所谓打牙关，就是打开上下大牙齿，给口腔共鸣留出空

间，用手去摸摸耳根前大牙的位置，看看是否打开了。然后

发出元音“a”，感觉感觉自己声音的变化.4、提颧肌：微笑

着说话，嘴角微微向上翘，同时感觉鼻翼张开了，你会发现

声音显得更清晰，明亮了.5、挺软腭：找一下半打哈欠的状

态，或者学鸭子叫“ga-ga”! 以上技巧其实就是打开口腔的几

大要点，以后在大声说话的时候，注意保持以上几种状态就

会改善自己的声音。但是，切记，一定要“放松自己”，不

要矫枉过正.这样可以正确运用口腔共鸣，一方面可以解除声

带的压力，减少声带的疲劳而引起的嗓子干涩、疼痛，另一

方面可以增加吐字力度，显得字音更加清晰、洪亮。 再说气

息控制的问题。 平时可以多做一些深吸缓呼、急吸慢呼的练

习，最好在练习说话的时候先站起来，容易寻找到呼吸状态

，要坐的话，也要坐直，做在座位的前端二分之一，头正身

直，上身微微前倾。 运用气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

要在上述的呼吸压力中缓缓的释放，并且要善于运用嘴唇把

气拢住。这样来保持胸腹和嘴唇的压力平衡。 最后，顺便说

说气息在朗读或朗诵中的运用。 1.要根据朗诵或朗读内容的

长短来确定音量的大小。如果内容较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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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必须注意，要

把握你的音高问题。就像唱歌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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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还有一点就是“气口



”。其实“气口”是中国戏曲中的行话，也就是换气的地方.

什么地方应该一口气读完，什么地方应该停顿，都要做好事

先准备.有的句子要一气呵成，那就需要存储足够的气，使其

慢慢的呼出.其次，对文章要认真的分析，充分理解内容后，

才能找到准确的“气口”，气息饱满了，“气口”有处理的

好，那么表达起来就舒畅。 好，综合了上述方法，希望朋友

试着去练习一下，希望此贴能给大家帮助!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