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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形

口形指人的嘴唇对笛头和哨片的适应力、控制力，是良

好音色的基础，是吹奏方法的灵魂。它涉及到声音的共鸣和

音色的变化，对呼吸、吐音等诸多方面也有影响。

初学者易出现的问题是：

首先，下颌的鼓起和嘴角过分的拉紧。其主要原因是初

学者没有坚固的口形肌肉，不会运用嘴角两边的肌肉以及下

颌的肌肉。下颌鼓起影响了哨片的充分振动，使声音发紧、易

出现啸叫音。即便是解决了下颌的鼓起问题，也主要是靠嘴

角往两边拉紧构成口形。另外，因为紧压哨片致使牙齿更多

的咬入唇中，长时间的练习，很容易咬疼下唇。同样，嘴角

过分的往两边拉紧会使下唇变薄，也会导致下唇疼痛。这种

嘴角两边拉紧发“e”音的口形所产生的声音是扁平、单薄的，

口腔内部的形状也因此不能产生良好的共鸣。正确的口形应

是“两边紧，中间松”，下唇有弹性的贴靠下牙，下颌贴平，

既要往两边拉，又要运用嘴角向里收缩包住笛头，嘴部的肌

肉力量均匀的分布在上下左右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还要注意

口腔内部的形状来配合口形，产生松弛、穿透力强、富于生

命力既色彩多样的声音。

其次，力度变化和高音的吹奏。初学者在吹奏力度变化

时，常常采用咬紧或咬松嘴唇的方法；在高音演奏上，主要

是靠咬紧下唇，通过笛头口风的变小来获得。事实上，这正

是学生呼吸技术薄弱的表现，音量的大小应当由横膈膜的气

息压力控制，强调气流的速度；高音的演奏则强调多给气，即

气速、气压。管乐演奏者最重要的不是练就“铁唇钢牙”，而

是在正确口形的基础上，强调呼吸技术——气是根本，是用

气吹管，而不是用嘴。正如旅美单簧管演奏家白铁先生所说：

“正确的呼吸技术应该从第一课就开始学习，并且在中级和高

级程度一直延续不断的学习。”

再次，气打拍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初学者可以说相当普

遍，即使吹奏多年的学生也依旧会犯这样的错误。附点和连

音的过渡应是平稳的，没有痕迹的，不能因为强调节奏，破

坏了音乐的连贯性。气打拍问题常出现在附点和连音这类节

奏型里，一方面，学生对这些节奏型的掌握感到困难，不由

自主的用气去强调；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练习习惯的问题，

学生从不听着练，只是吹响、吹对节奏了事。实际上，在准

确掌握节奏之后，气打拍问题只要稍加留意完全可以避免，

要养成在一切练习中倾听自己演奏声音的好习惯。

第四，动嘴问题。这种情况多出现在与左手拇指按高音

键有关的音程跳动中，演奏这些音时，学生的下巴好像和高

音键产生了某种关联，其结果是影响了发音和音质。解决这

个问题，初学者应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步寻求用不变的口形

来演奏单簧管最低音“E”到高音“g”之间的音和五度以内

的跳进，避免影响音质的动嘴。

吐音

在练习吐音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

因为我们的舌头长短、口腔大小及形状各不相同，采用哪种

舌位吹奏吐音因人而异，这里不再赘述。不管应用哪种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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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音有以下几个原则要注意：舌要接触到哨片的一点上，面

积越小越好。要自己体会，找到舌最放松并能舒适吹奏的位

置；舌尖前部运动，不要动舌根，保持口形和口腔不变、下

巴与喉部不动；舌与哨片的接触，不是切断了气流，而是阻

止了哨片的振动；最重要的是多给气，可以想象在舌头快速

离开哨片的瞬间，没有好的气息支撑使哨片充分振动，是不

会有清晰、颗粒性的吐音效果；不要采用过慢的速度练习吐

音，用过慢的速度练习很容易引起舌根回拉“远离”哨片的

动作，不要过多的考虑舌头离开的位置，应专注于轻快的

“点”哨片，用气来带动舌头作快速的惯性练习，以清晰、能

够胜任的速度为准。

手形

首先强调右手拇指托住手托的位置。因为右手拇指担负

着乐器的重量，是乐器重量的支点，右手拇指解决的不好，会

影响整个右手的灵活性，甚至影响到左手的手形。由于每个

人的手指条件不同，故右手托住手托的位置因人而异作适当

的调整。原则上讲，手托的位置太靠前会增加右手拇指负担

乐器的重量，使整个右手僵硬紧张、不平稳易晃动；右手会

出现食指紧贴着乐器的连接杆并用食指左侧“帮助”负担乐

器重量，造成右手手位上移的毛病，也影响了右手小指的按

键；手托放的太靠后，乐器重量得到减轻，但右手手指会因

此与音孔距离过近，使手指过分弯曲、并以指尖按住音孔，手

指的灵活性受到影响，显得非常笨拙。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使用吊带的低龄学生会常常出现的，

即右手拇指向下倾斜的去托住手托的边。这时要让学生明白

并强调，吊带只是“帮助” 拇指减轻负担，而不是挂住全部

乐器重量。正确的方法应是，右手手腕稍稍用力，拇指指肚

贴向管体，用右手拇指指甲顶部到第一关节的中上部位稳固

的托住乐器其他手指自然微曲呈拱形，用指肚盖住音孔中心

部位，保持松弛的姿势。

其次是左手拇指的常见问题，横着或竖着按音孔。横着

按音孔会导致左手手腕抬高；左手拇指同高音键的接触面变

小，在吹奏有高音键跳进的练习中，拇指的动作过大且易啸

叫；使左手小指远离乐器下节左侧的键子，出现小指打直按

键的错误动作，竖着拇指会造成整个左手手形扣紧，虎口闭

紧，手指紧张僵硬。正确的左手手形要求是：左手手腕放松，

自然下垂，左手拇指放在音孔2 点钟方向的位置。用指肚的

肌肉堵住音孔，其指尖稍下靠左部位虚放在高音键上，以轻

松快捷的打开高音键为准。

关于练习

练习，是掌握音乐技能的必由之路，是学习各种知识、技

能的共同途径。然而，在许多初学者的眼里，练习成了一种

盲目的机械刻板的“时间消耗”。学生只关心练了多长时间、

多少遍，全然是心不在焉，甚至可以说，是练给大人听的。上

述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盲目的练习中“培养”成的。对于没

有任何练习经验的初学者，笔者认为教师必须指导学生如何

练习，怎样重复练习，而不是简单的“逼迫”。因为这样做不

仅可以节省时间，高效率的练习，还可以使学生通过学习音

乐、体验音乐，进而培养他们对学习音乐的热情和兴趣与专

注的优良性格，为今后的其他学习提供借鉴和经验。

１、走出练习的误区

在练习过程中，我们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和忠告：“一百次

错误的练习不如一次正确的练习，一百次注意力不集中的练

习不如一次注意力集中的练习，一百次不动脑的练习不如一

次动脑的练习。”“尽管一个技巧的掌握需要上千次的动作重

复，而你的注意力却只能集中练习50次，那就一定不要重复

第51 次。”

２、学会逐步解决问题

初学者在最初练习乐曲和练习曲时，有很多问题要注意，

要学会逐一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音符、指法和节奏。然

而，很多同学在开始练习时，却忽视了这些问题，他们习惯

将所有的问题一起解决，认为这样很有“效率”，其实大大增

加了练习时出错的可能性。

３、及时的检查

最初练习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盲目的重复错误，只

会导致错误——纠正错误——再错误——再纠正的恶性循环。

归其原因，主要是在练习过程中，学生从不检查与思考，认

为只要不断地重复，什么问题都会解决。事实上，有些错误

不是练的少了，而是练的太多，要知道纠正错误的习惯比建

立一个正确的习惯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４、建议采用的方法

开始一个新的练习时，不要急着马上就吹，应该首先把

音符读一遍，并且按照指法的位置在乐器上“摸”一遍或者

想象指法的位置（前提是音符和指法必须熟练正确），之后试

吹几遍（可以先不考虑节奏），音符指法关解决后，加入节奏

并唱几遍，同时按照节奏动指法，等到音符、指法、节奏都

熟练后再慢速的上乐器吹奏。这时一定不要忘了及时的检查

音符、指法、节奏。这种手嘴分开、先想后练的方法是必要

的，尽管这种想象练习不能代替实际的吹奏，但初学者练习

的准确性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使初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一项

练习中，有利于正确入门。当然，我们学习单簧管，不能只

停留在吹响、音符、指法、节奏都没有错误的基础上，更要

注重音色、力度变化、吐音效果等方面的音乐表现，在完善

各方面技能的同时，加强音乐情感的表达。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以此与

同行们相互交流经验，相互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