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乐毕业论文(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声乐毕业论文篇一

音乐和舞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音乐是通过它产生
的声音和语言来将感情与思想表现出来，而舞蹈则是利用肢
体语言来表述，从某种层次来说，音乐和舞蹈具有一定能的
相似处，特别是在段落结构上，两者相辅相成，这样才能将
舞蹈的内涵进行升华，才能够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况
完全体现出来，而想要舞蹈段落结构有层次性就要依赖于音
乐段落结构和舞蹈之间的配合，两者关系密切联系。音乐拥
有完整的段落结构，因此可以让音乐有具体的形象和思想核
心，舞蹈的段落结构帮助舞蹈体现内容，舞蹈中比较多见的
结构有一段式、二段式、交响式等等，因此音乐和舞蹈在表
达情感上十分类似，对段落结构十分重视。

二、舞蹈音乐与舞蹈表演的旋律结构关系

旋律优美的音乐才能深入人们的心中，记忆永存，一串串动
听的旋律组成好听的音乐，我们可以将旋律理解成音乐的灵
魂，低沉的旋律代表着沉思，欢快的旋律代表着高兴，柔美
的旋律则代表着向人似在诉说与倾听等等，这些都是旋律，
它们会给人们的思想与情绪带来影响，左右他们情绪的波动，
因此表演者想要表演出震撼人心的舞蹈，那么就要对舞蹈的
旋律重视，更是他们的中心所在，在进行舞蹈的编舞过程中，
要将好听的音乐旋律和舞蹈旋律完全融合在一起，融合的越
紧密，那么带来的震撼力将更深入，舞蹈就充满里活力和激
情。在进行舞蹈时音乐起着重要的伴奏作用，影响着观众们



的心情，或激动、或悲伤，实现完美的舞蹈需要音乐的全程
陪伴，从头到尾。一个好的舞蹈作品与音乐息息相关，就好
像鱼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空气一样。我们想要创造出好的
舞蹈作品就要根据舞蹈所要表示的内容来进行音乐的编排，
简单来说就是先有音乐，之后才有舞蹈。这样舞蹈展示在观
众面前时，才不会让观众忽视音乐，更能够发现音乐美的地
方，这也代表音乐和舞蹈融合的十分好。观众可以在观看舞
蹈时进入到音乐的世界中，享受音乐的同时也有舞蹈带来的
震撼。相互交融才让我们对舞蹈音乐的旋律更加熟记于心。
生活舞蹈无处不在，因此舞蹈编排的灵感是来自于生活，这
样所展现的舞蹈才能够贴近生活而不会显得做作与浮夸。

三、音乐情感和舞蹈表演之间的联系

音乐情感和舞蹈表演关系紧密。段落结构展现舞蹈，舞蹈内
容则需要一定的情感布局来展现。比如娱乐性比较强的群众
舞蹈，舞蹈动作比较让人容易掌握，音乐段落结构也比较简
单，所表现的情感也不复杂，舞蹈中只会表现一个情感。而
舞蹈内容复杂多样，情感上的表现也就不会单一，可能是悲
伤、可能是欢快，还可能是喜悦等等，这样舞蹈段落之间就
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情感对于舞蹈是必须的，没有情感的
舞蹈是没有灵魂的，那只是在机械的挥舞着流畅的动作而已。

四、结束语

总结而言，音乐与舞蹈是焦不离门孟不离焦，完全融合在一
起的，它们所体现的情节与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两者的旋律
步调以及段落步调也要一致，情感上的步调更是同步，做到
这样才能够让舞蹈段落之间清晰分明，内容不拖沓，情感在
经过不同层次发展中得以升华，这样编排出的舞蹈才能够让
人记忆深刻，直击内心。音乐结构为不仅为音乐带来时间单
位，也为舞蹈带来想要的时间单位，这样在结构安排和舞蹈
结构上相一致，才能够更佳的体现出音乐和舞蹈之间的密切
关系。段落结构的清晰明了让舞蹈结构更有层次，在旋律结



构的配合下将舞蹈想要塑造的人物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在
对舞蹈情感布局时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视角来表达舞蹈
情感的发展过程，让舞蹈作品在情感发展中波荡起伏，扣人
心弦。因此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舞蹈音乐不仅体现的本
身结构，也是舞蹈整体结构的体现，内容表现的依据，它的
存在让舞蹈作品变得更完整，一幅完整的作品才能够让后世
永记，留存下去。

声乐毕业论文篇二

越来越多的古代音乐研究的学者对古代音乐中的“清”开展
研究，更有的学者将其作为古代音乐的核心概念。“清”能
够成为古代音乐的重要范畴之一和其在古代音乐中的广泛使
用是密不可分的，郭平先生对“清”是琴的最高境界这句话
已经对“清”的重要性做出了判定，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被
众多的音乐研究学者所关注。但是实际上，“清”不仅是
在“清浊”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对中国古代音乐
审美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到了明清时期，“清”在古代音乐
上的地位才最终被确定，同时“清”同“和”成为了古代音
乐的审美理想。

一古代音乐的基本“清”、“和”

人们认识到“清”在古代音乐美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从“清浊”对举的现象开始的。“声”、“音”、“乐”
分别是古代音乐形成中不可缺少的阶段。“清”在以上三个
阶段中的审美特征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声乐之间的互通理论在早期的音乐论述中就已经存在了，在
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就有“声即音乐”的定义，以及新生
即为新兴民间音乐的论述。但是在《左传》、《荀子》中已
经对声和音做了明确的划分。在《荀子?乐论》中已经有所记
载，文章中讲到声音是音乐组成的物质载体，在随后的古代
文献中也承认了这一说法。到后来的《礼记》中关于音乐记



载了当时的音乐已经具备声、音、乐的完整体系，音乐皆处
于人性，寓情于其中，终形于声，声成为文，谓之音。上面
这句话显示了凡是音乐都生成于人心，懂得乐理的人基本上
是通晓伦理的。知声而不知音者，如同禽兽;知音而不知乐者，
众庶是也。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音乐的本源来自人内心的情感
波动和变化，“声”是音乐最基本的物质元素，它产生的主
要途径是人的情感冲动和变化，“音”是具有节奏的、有节
制的“声”。“乐”是具有一定的长短，富有节奏变化并且
能够传达社会伦理和人类情感的一种艺术。所以古代的人
将“音”作为区别人和兽的重要标准，动物也是可以发出声
音的但是动物的声音没有节奏，自身不懂的节制因而无法成
为被理解的`言说，更无法当做是“音”。“乐”的形成不仅
在于其能够有节奏、节制地表达内心的情感以及传达信息和
宣泄内心的情绪，而且可以对人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个人修
养产生巨大而又重要的作用。

按照“清”的本义主要是指澄清的水的现象，“浊”同清是
相互对立的，“清”和“浊”在意思上是相反的，这两个字
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来形容水的两种不同状态，在引申的用法
中主要是形容社会的状况比较清明或是昏暗，在乐理上的引
申还可以指高音和低音。这两个字在音乐上最早出现在东周
时期，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子论乐中有：“声亦如味，
一气……九歌相成也，清浊……周疏以相济也。”在两两相
对的几组概念中构成了音乐最基本的元素，此时的“清浊”和
“高下”一样成为了音乐中的高音和低音的代名词。音乐中
的所有音质都通过相反的两个词进行代替，这样一直到春秋
战国时期，“清浊”在早期的声乐论述中的例子经常会出现，
由上可知，“清浊”在早期的声乐论述中是没有价值属性的，
这两个字只是用来区分高音和低音而已。清音便是音乐中的
高音，浊音就是音乐中的低音，是形容声音自然属性的一个
名称而已。此后“清浊”逐渐开始成为中国古代声乐理论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后来的古代声乐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



二“清浊”的逐渐分离和对“清”的审美认识

从以上文中可以知道，“清浊”最初只是作为最基本的区分
高音和低音的标志，但是在情感和节奏在五音中的融入之后，
“清浊”之间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逐渐从“清
浊”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自身也慢慢开始有了自己
的审美属性。在古代音乐的发展中，清音浊阳的观念逐渐地
在音乐的情感特征和道德教化中被赋予了不同于以前的价值
属性。

当然，情感属性的增加是音乐中“清”的审美属性增加的重
要部分。《管子?地员》篇中曾经分析过不同的音带给人的不
同感受：“凡听商，如离群羊……音疾以清”。音疾以清是
角音的审美特征，更加揭示了不同音调带给人不同的心理感
受，“清”的情感色彩在此时有所加强。在五音的物理属性
方面“清浊”之间有着相同的价值和地位，但是在五音的递
进中，“清”的情感特征和增强度使得“清”开始逐渐脱离
两个字相互对立的使用习惯，这更加鲜明地现实了凡音之起
借由心生的道理。苏轼就曾经在自己的《听贤师琴》中描述
了自己对清的感受，“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稚登
木”。

其实，古人对“清”的情感理解更加倾向于悲伤，在《韩非
子?十过》中就曾经记载了仅凭共和师旷关于音乐的对话，其
中涉及到了清商、清角等等。这些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乐曲
调的名称，而是音乐中情感的象征，从清商到清角悲伤的感
情是层层递进的，审美的体验力度也在不断的增加，调越高
悲伤的情绪就越浓厚，其社会影响作用也更加强烈。在周王
朝的纣王所喜好音乐中可以反映出清商的悲切，最终被称为
王国之音。后人对于这种以悲为美的的情感特征也给予充分
的发挥，蔡文姬的诗中曾经有“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
悲且清”的描述，历史上许多文人对清表达的悲伤之情都有
所描述，这都说明了古人对于“清”所代表的悲伤之音已经
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清”在道德和价值取向上也开始



和浊不断的进行了分离，最终到达了对立的状态，琴音的清
浊是通过琴弦的紧缓来实现的，但是五音一旦形成，清和浊
的价值很快就体现出来了，并且在演奏中被赋予了强烈的现
实伦理、政治含义。尊卑的价值倾向是在五音的阶段上被附
加到浊清之上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根基下，音乐一旦和政治之间产生了
一定的联系，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就会逐渐的退化，它的伦理
功能会逐渐的显现。所以古人在讨论音乐的时候往往将音乐
的政治背景作为讨论的音乐的根本。在这样浓厚的道德风气
之下，“清”开始和传统的道德、哲学伦理、美学以及政治
之间产生相应的联系，“清”在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影响下逐
渐被赋予正面的价值和意义。著名的儒学思想家董仲舒认
为“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魏晋时期的袁准认为
人的气质美在了清上，而浊代表的是恶。此时的清浊已经成
为了社会上形容善恶对立面。在音乐中，“清”逐渐在音乐
中代表美妙的声音，其所代表的伦理志向也都开始偏向于阳
刚和正确的一面。人们对于“清”在音乐中的审美逐渐变为
阳刚、自然、美好等。这样“清”在审美上的独立性已经形
成，“清”在古代音乐美学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三音乐的审美最高点清和

我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自古以来最为讲究的便是
和，“和”是我国各类艺术审美中的最高点。“清
和”、“和”在我国的音乐审美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声音上“清浊”被当做音乐本质和的基础，但是“清”又
不同于“和”。二者之间既强调对立又强调统一，他们之间
相互依赖和转化，在汉代音乐家的声乐分析中将“清浊相
和”当做了音乐的本质，到了清代，音乐家也相继提出要将
清浊二音进行相互配合。简单的说，就是清浊作为声音地位
物质基础出现在音乐领域中，但是到了和声的阶段“清浊之
音”的相互融合变成为了音乐之“和”的基础了。



“清”在后代的音乐美学汇总不断被赋予肯定性的审美价值，
使得清更加脱离了“清浊”的基础而存在，在清浊讨论的各
个阶段中，各类音乐文人也在寻求音乐审美的最高点，有的
说是“中和”有的说是“淡和”，但是无论怎样的观点都没
有离开“和”这一观点。以上的观点本质上也没有特别大的
差别，本文提出的音乐审美最高境界是“清和”。“清和”
很早就被拿来形容音乐，比起“中和”、“淡和”来讲历史
更加悠久一些，在古代音乐所占据的位置也更加重要。“清
和”作为一个独立的名字在汉代贾谊的作品中曾经这样描述
到：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则万生遂茂。

清和的意思是清净平和，作者表达的是对理想中社会的向往。
清和有时也可以表达人的内心比较清净平和;又或是指一种心
理状态;有时清和也会指天气的情况比较舒适，例如曹丕曾经
有过：天清和而湿润，气淡恬以安智。清和在音乐上的首次
使用是在西汉杨雄的《剧秦美新》中出现的，随后在李周翰
的注解中也有出现，而到了魏晋时期，嵇康已经将清和当做
了音乐至高的的审美理想了。嵇康曾经提到过“琴瑟之
体……则不尽清和之极”。很明显，嵇康这样的描写已经
将“清和”当成音乐的最高境界，“清和”所表达的清净、
淡定、平和的音乐境界在宋代变得更加重要，北宋琴学家崔
遵度曾经提出过“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审美理想。此后
在许多的音乐作品中都将“清和”作为审美的最高标准，如
此延续一直到明清时期它的地位被确立。

“清和”的范畴更能够体现古代音乐的审美功能，清和淡在
汉语上字面的意思几乎一样。但是两者在美学上的含义具有
十分大的差异，“清”显然要比“淡”的含义更重一些，在
我国古代众多学者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并且成为文中的重要
主旨，并为“清”奠定了哲学地位，“清”在我国古代中范
畴体系中是一个生成性极强的概念，成为了中国审美理想中
的重要部分。因此“清和”的结合比“淡和”的外延和内涵
更深入更广泛。不仅如此，清还包含了淡与和的双重观
念，“清和”在明清时期逐渐成熟，同“中和”、“淡和”



相比较更加凝聚了中国古代音乐的伦理、政治、审美的各种
功能。中和中的中更加强调的是社会伦理，淡则更加侧重于
修身和阳性，因而“清”和“和”的结合最为合适。

四小结

综合本文的内容我们了解到，从“清浊”对举到“清和”的
审美的理想，从声音的物理性质到声音的追求，“清”在古
代音乐美学中的地位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中国
音乐的发展，“清”自身包含的生成性功能以及它的理想化
功能、政治化、伦理化功能使得音乐美学中的“清”成为比
较重要的审美。古代音乐审美中的“清”还需要进一步的探
讨。

声乐毕业论文篇三

声乐教学与表演人才简历

求职意向

求职意向：声乐教学与表演音乐教师人事管理

求职地点：广东深圳广州

求职时间：-5-5

可到职时间：随时

工作经验：一年以内

工资要求：1500以上



工作性质：全职

基本资料

姓名：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4年12月17日

身高：170cm

婚姻状况：未婚

身份证号码：43112819841217****

户口所在地：湖南湖南

现在所在地：

个人特长：声乐．合唱指挥．

语言能力

普通话：良好

掌握方言：

能力：



英语：

等级：

其它语言：

能力：

等级：

教育或培训经历

毕业院校：河南大学

最高学历：本科

所学专业：音乐表演

时间地方学校/机构专业学历证书编号.9--2007.7河南大学音
乐表演本科

工作经历

2003.9--2007.7河南大学(其它)工作职位：学生离职原因：
毕业工作描述：具备扎实的声乐演唱与教学能力，能胜任声
乐艺术的教学与演出等。

音乐理论和视唱练耳功底扎实；可胜任音乐理论、音乐欣赏、
视唱练耳、专业外语的教学。

受正规的合唱指挥训练，，并学以致用，可胜任合唱指挥的



教学与排练演出等。

具备一定的文艺素养和艺术鉴赏力，可胜任文艺编辑与文化
传播等工作。

能熟练的操纵运用计算机各类办公软件和音乐软件，能进行
音乐课件的制作，可胜任多媒体音乐的'教学。

自我评价

尊敬的领导:

您好！

中一份，也许正是您的细心，将启开一名毕业生的奋斗历程。

以最诚挚的敬意。

挥、声乐教学和表演等工作。

取。有幸牵手河南大学“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演
员”“优秀学生干部”等奖项。

只有更好。我将积极进取，勇于奋斗。愿为贵单位的前程努
力工作。为贵单位锦上添花。

这就是我的自信与承诺，剑鸣匣中，期之以声。真诚地盼望
您的佳音！顺祝您工作顺利，事业进步！

此致

敬礼



声乐毕业论文篇四

练声乐首先要练气。我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进行训练。

一、姿势:养成良好的歌唱姿势对初学者很重要，因为姿势的
好坏将直接影响气息训练，影响发声器官正常运动，如:头抬
得过高颈部紧，影响开喉;面部僵，影响下巴放松;胸部紧、
往里凹，腰不直，影响气息滚动往下沉，使歌者不能获得理
想的气息支持点。再者，歌唱是门表演艺术，舞台形象的美
观对演员很重要。因此，训练的第一步是姿势。正确的姿势
应是自然站立，双脚距离约二拳，可一前一后，双肩自然放
松往下垂，头部高低适中，双眼平视前方面带微笑。

二、“说”:是指的“打哈欠”与积极叹气相结合的方
法，“说”母音或是字、民族语。歌唱须用语言表达，语言
是歌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歌唱的基础之一。要唱好歌就必
须很好地掌握吐字发音的规律，把吐字发音的着力点运用
到“打哈欠”与积极叹气中去，解决气与字的关系，用气把
每个字“说”出来。这里所讲的“打哈欠”与日常生活中的
打哈欠是有区别的，生活中打哈欠时，软颗自然往上提，会
厌很快立起，喉咙打开。但，胸部往上并有点紧，两肋也往
里收，主要原因是横隔膜往上，失去了对气息的控制。但是，
如果采用刚打哈欠那一刹那的感觉，加上直腰积极叹气的方
法，让横隔膜保持吸气状态，起到控制气息的作用，在这基
础上放松上半身，使胸部、两肋同时慢慢往外扩，就能获得
比较好的歌唱气息支持点，这就是上面所讲的“打哈欠”与
积极叹气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大胆地把母音a,e,i,o,u或是字、
民族语拖长“说”出，也可根据歌者的毛病有针对性选用字，
如:声音挤、捏可选用“h’，与a,o等拼写ha(哈)ho(火)hu(呼)，
让气从喉中吹出打开喉咙;如声音暗或是包，可选用“f“与a拼
发fa(发)“b，，与a,o拼发6a(巴)bo(波)，把着力点放在齿与唇。
“说”的练习方法有二种:

1.在“打哈欠”积极叹气的基础上，从上往下“说”字，



如ha(哈)fa(发)或是其它字，目的是要在“打哈欠”中找到开
喉的感觉，找到声音从上往下走时要靠腰、肋，使“打哈
欠”的状态始终保持不变，声音不受音的高低而改变位置。

2.在积极叹气“打哈欠”的基础上，由下往上“说”拖长的
字，目的是要找到音由低往上走时，同样要用气息支持开喉，
音再低音位也不能变。

声乐毕业论文篇五

在大二上学期我十分有幸的选修上了徐老师的基础声乐课，
我十分喜爱唱歌，但是始终找不到正确的发声方式，总有一
种夹着嗓子唱歌的感觉，偶尔还会走音。很多时候只能小声
的唱，想大一点声音音高就上不去了。看到别人能把自己喜
欢的歌唱得那么优美十分的羡慕，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下决心
一定要学习唱歌，我也要大声的唱出自己喜欢的歌。通过这
一学期的学习，我知道了正确的发生位置和方式，以及一些
平时练习的方法。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要在以后坚
持学习声乐，让自己也能优美的唱出自己喜欢的`歌。

通过将近一学期的学习，我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进步。我学
会了在唱歌的时候保护声带，唱歌不是光靠声带的，而是要
靠各个腔体的共鸣。还有一些以前唱不上去的音通过老师教
的发声方式就能唱上去了。通过运用腹部的力量将气向下沉，
唱比较高音的时候声带可以很轻松，不会像以前一个音唱完
就感觉嗓子哑了。还有就是正确的歌唱姿势以及对呼吸气方
式的改变，快吸慢呼，唱歌的时候气息不够的情况也好了很
多。但是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对老师说的将声音发
在咽壁上还不是很理解，找不到位置或者明显的感觉。唱歌
的时候还是习惯小声的夹着嗓子唱，打开嗓子唱有的时候音
准就控制不好。

通过这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还接触了美声唱法。原来我觉得
美声唱法没有通俗唱法好听，而现在我知道了美声唱法的重



要性。无论是什么唱法都要从发声学起，我正是通过跟徐老
师的美声学习才明白了原来科学的发声方法是多么的重要，
原来唱歌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我很清楚学习声乐绝非一朝
一夕的事情，但是凭着我对歌唱的热爱，我绝不会放弃，我
希望能一直跟着徐老师学习声乐，有朝一日也能自信的在大
家面前一展歌喉！最后我要感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这样一门
美妙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