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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報告內容]]]] 易瑩    

這次的報告內容有呼吸與發聲，還有介紹喉頭構造，為了使報告順利一些，我們先

把課本看熟，書本內容提到，我們吸氣時 最主要控制肌肉是橫膈膜和外肋間肌，而呼

氣的主要控制肌肉是腹肌。認識了這些構造後，我們還須了解氣究竟是如何使聲帶發聲

的，因此必須先將主導呼吸的各個部位做介紹： 

肺—肺的擴張是靠著與橫膈膜與肋骨架的相連而被牽引擴大。 

橫膈膜—位於肋骨架的底部，是一薄片呈圓頂形的肌肉，它隔開了人體的胸腔和腹

腔。 

外肋間肌—主管擴張作用，將肋骨架撐開。 

內肋間肌—主管肋骨架的回縮。 

接著要描述一下上述器官如何運作。我們用腹式呼吸法說話或唱歌時，一方面外肋

間肌收縮，導致肋骨架向外擴張，另一方面橫膈膜收縮，圓頂向下變平，這些動作牽動

肺臟向外向下擴大，造成肺臟內的真空，氣流由口鼻進入，經過聲門、氣管而充滿肺臟，

橫膈膜下方的內臟受到壓力導致腹腔向外擴充，當橫膈膜與肋骨架鬆懈還原時，肺臟亦

恢復到原來的形狀與大小，所以我們對氣息儲存的感覺，主要是在肋骨架的下方，橫膈

膜附近的周圍部位。 

以上內容我們這組用口頭報告兼動作模擬，首先怡妏先用錯誤的方式唱歌，帶領大

家進入今天主題；接下來我們用吹氣球模擬肺的擴大與收縮，並且解釋抗拮作用，這部

份由口齒清晰的伊娣負責解說，然後大家一起介紹腹肌的四種肌肉，這部份我們在彩排

時吃螺絲好幾次，因為要把發聲唱歌這樣看似簡單、一氣呵成的動作分解成原理解說，

對我們兩位專業聲樂演唱同學來說，也需要經過內化，但也是經過這樣的步驟，再加上

報告完事後檢討，現在大家對於呼吸與發聲原理的解說真的清楚多了，讓我們聯想到教

師甄試的試教部分，很多內容我們也都知道，但是要如何清楚呈現教學內容，以及用流

暢的口語呈現，是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不知道有沒有人是天生的講者，但依照我

這種容易緊張的個性，是要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演練，才能讓想傳達的內容清晰呈現，這

部份還須多多加強；另外在這個部分，我們觀摩另一組同學的解說後，發現她們用許多

道具輔助，如四層腹肌投影片、6D 掃描人體等等，加上完善的腳本，的確帶給我們耳

目一新的感受，值得我們學習，所謂教學相長大概就是這樣吧！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伊娣    

這次報告完全有賴小組合作才能完成，呼吸肌肉群和發聲器官在人體當中是這麼小

 

小的一部份，但是真要想用完整的表演藝術呈現時，還是會覺的人手不足，無法精確的

表達出各個肌肉的運作。 

報告時，我們雖然加入了道具的輔助，但是有些時候偏重在口頭補充說明，未必確

實將肌肉群和發聲器官的運作直接表現，有時候較為抽象，仍舊需要仰賴同學們的想像

力來理解，特別是在喉頭的部分，由於一開始沒有點明我們是從什麼方向檢視，因此無

法從我們的表演當中直接看出喉頭運作。另外，不管是解說呼吸或喉頭時，我們大多從

單一方向來呈現，因此無法表現出不同面的活動，若是能加入不同角度的操作，就更為

完善。 

這次的報告中，在肌肉運作花費較多心思，而忽略了發聲原理中其他部分的運作，

是這次報告中準備最不足的地方。呼吸系統和振動系統包含在歌唱發聲循環過程中的步

驟，其他還要仰賴中樞神經系統下達指令、共鳴系統調節嗓音、發音系統協助咬字、聽

覺系統進行監聽檢核並回報中樞神經，完成整個循環，才能夠進行歌唱，因此，認識了

藏在身體內部、較為複雜的呼吸和振動系統後，還要記得再回頭看看整個循環過程，才

算對發聲原理有全面的認識。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怡妏    

習唱多年，對於歌唱技巧總是感到｢難以捉摸｣。難以捉摸主要是因為，歌唱不像其

它樂器摸得到、看得到，相反的，很多時候我們必須靠想像力來運作。喉頭的解說，感

謝老師陪我們奮戰了將近一個月，從什麼都不懂，到最後可以從多面向、換角度來探討

喉頭構造及功能，在製作模型以及演練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歌唱這門學問是｢牽一髮

則動全身｣的道理，要把歌唱好，對於這些結構以及運作方式的理解是必要的。 

    在這次的喉頭模型製作與解說中，我們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也體會到，我們平常

不太思考，以為發出聲音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事實上是經由這麼多不同器官、肌肉、

肌群以及軟骨等等協同合作才能產生。透過這樣的思考，我們會更加珍惜能發出美妙歌

聲的｢本能｣，未來在教導學生歌唱技巧時，也會同樣珍惜他們的聲音。在未來，若我們

的孩子也有歌唱的障礙，不論是氣息的控制或是音色的運用，我們都有基礎的學理能輔

佐，也有模型能輔以講解，有了具體的圖像(還是立體的)，更能快速幫助學生理解器官

肌肉間的相對位置以及相互的牽制關係。 

     針對這次呈現上的優缺點，我認為，我們這組團結合作的精神相當好，正是所謂｢

三個臭皮匠能勝過一個諸葛亮｣。在相同的課程過後，每個人對於喉頭構造的理解都有

自己獨到的見解(當然當中也包含一些「偏見」)，恰巧每個人都有比較精熟以及比較弱

勢的部分，也有一些誤解。透過討論，以及一次次的排練，大家同心協力的除了將表演

完成外，也協助彼此將整個發聲原理弄清楚，特別要謝謝邏輯很強的伊娣，精闢又精簡

的解說，並且耐心的回答我們因為沒有弄清楚而問的蠢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