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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音作为人类表达和交流的重要“媒

介”，不仅承载着个体的独特性，也传递着

文化的多维性。每年的 4月 16日是“世界

嗓音日”，今年嗓音日主题是：让您的嗓音

更有力量（Empower Your Voice）。

儿童作为嗓音障碍的高发群体，更

应得到及时有效的防治。长期大喊大叫、

过度用嗓、嗓音使用方式不当……很容

易导致儿童出现声带小结。另外，青春

期嗓音异常也应引起足够关注。上述情

况需要言语治疗师及时进行嗓音功能评

估与嗓音行为学干预，让儿童逐渐建立

嗓音保护意识，掌握科学发声方法，重塑

发声肌肉记忆，养成健康用嗓习惯，重获

美妙的声音。

良好的家庭氛围有助嗓音康复

现实中，有的孩子沉默不语，跟家长

无话可说；有的孩子动辄拳打脚踢，根本

无法用语言沟通；有的孩子则将“声嘶力

竭”演化为常态。从心理学角度，“呼喊”

好过沉默和暴力，孩子尝试用言语沟通

而非行为激烈的方式与家长建立联系。

那么，孩子为什么通过“嘶喊”的方

式表达呢？也许是曾经和颜悦色地与

家长交流，没有得到有效回应；家长非

但不与孩子共情，甚至怒斥孩子或者

压根只说自己想说的话，根本没有“听

见”“听进去”孩子的话。

这个时候，一种深深的委屈和焦躁就

会充盈孩子的心头。他们通过提高音量，

期望用更大的声音让家长听见、听懂。

其实，所有的呼喊都是孩子的呼

救，是对尊重和理解的需求的呐喊！

所以，当孩子情绪暴躁时，家长要首

先表现出一副倾听者的态度，蹲下身来，

和孩子平视，用平静温和的语气对他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同时目

光注视着孩子，耐心地等待他张口。

接下来，无论孩子说什么、怎么说，

家长都要不急不躁，如果他惯用喊叫，

家长更要用低声平和的语气来缓和你

们之间的紧张情绪，在一声声的温言

细语中让孩子一点点平和下来，直到

你们能真正地沟通。

此外，家长还要练就“读心术”，与

孩子共情，敏感地察觉到他言语中的

情愫和词不达意的本意，帮助孩子表

达出来，让孩子感受到共鸣。当孩子

“被听见”的效果实现了，自然无需再

拔高音量。

有时候，家长往往忽略自己的行为

影响，在家庭环境中习惯使用喊叫的

方式交流，孩子也会在无形中模仿，从

而增加嗓音障碍的风险。所以言传不

如身教，家长要保持一个温和的家庭

氛围，用适中的音量和语速进行交流。

成年人情绪的稳定，是孩子情绪稳定

的基石，理解孩子，并帮助他解决问题

才是根本。

艺术嗓音需科学发声

嗓音门诊中，前来就诊的孩子有不

少是学习声乐艺术、戏曲艺术、播音主

持艺术的。显而易见，这些艺术形式都

需要一个健康明亮的嗓音作为重要基

础。这些孩子的性格特征普遍都比较

外向，愿意表达和展示自我，同时兼具

比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然而，在学习这些艺术门类的过程

中，有的孩子因为嗓音嘶哑无法满足

艺术表现的用嗓需求，比如高音唱不

上去，高亢的作品无法充分表达等。尤

其在变声期来临之时，前来就诊的概

率会有所增加。当出现这些问题时，嗓

音障碍无疑成为了艺术发展的绊脚

石，引起家长和孩子的焦虑。

孩子在进行相关艺术嗓音学习时

一旦出现了嗓音问题，要积极进行专

业的嗓音康复指导。在学习戏曲过程

中，通常专业教师早期会结合孩子的

喜好及其本身的音色特征给孩子匹配

行当，孩子在变声期可以多练习武生，

侧重身段练习，控制唱的时间，练声时

尽量选择在舒适的音域范围之内进

行。如有需要，在变声期结束之后，家

长可带孩子做一次嗓音评估，基于彼

时的音色特征，匹配相应角色。

在学习播音主持过程中，处在这个

时期的孩子应在科学的发声方式指导

下，尽量选择在相对稳定的中音区范

围内进行练习，避免完成过于高亢的

作品；在学习声乐过程中，孩子可在变

声期后，即音质和机能稳定之后再进

一步学习。

青春期变声别“怪”孩子

此外，青春期嗓音异常也占嗓音门

诊患者的一部分比例。

一部分男生刚刚进入变声期就出现

了嗓音异常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孩子，身

体发育比较快，从家长主诉中可以获悉，

有的孩子在过去一年间，身高长了近 10

厘米。此时发声方式无法适应这突如其

来的生理结构的变化，导致声带张力差，

闭合不好，发声时觉得发假声比较省力，

发真声反而吃力，因此出现了功能性嗓

音异常，表现为音高、音强高低强弱起伏

不定，真假声混合交叉使用，无法有效控

制自己的声音。通常这种情况排除器质

性嗓音疾病后，通过有效的嗓音功能训

练，增加声带拉伸力量，能获得较好的干

预效果。

另外一类男生在变声期后，声音还

保留了变声期前的特征，嗓音表现为声

音小、音色单薄、音调高等，这类也称为

男声女调。这种则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

嗓音发声训练，通过腹式呼吸、硬起声及

向下滑音等方式促进声门闭合，找到与

其性别相对应的音色特征，逐步恢复男

性嗓音正常基频水平。

还有一部分女生在青春期到来时，

基频变得很低，听起来具有男生的音色，

表现为声音低沉，这种称为女声男调。

若出现这种情况，可先到内分泌遗传代

谢科进行激素水平检查，查看是否存在

高雄激素血症的情况，若查出异常，要先

进行内分泌科治疗，直到激素水平恢复

正常后再进行嗓音行为学干预。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孩子因为声

音的异常，心理上常常会受到比较大

的影响，也可能会被异样对待，如不及

时干预，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自信心

受损、社交退缩等心理创伤，这种影响

甚至会延续到成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孩子嗓音出现

上述问题，并不是孩子主观刻意的结

果，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均要

理性看待，宽容接纳，为他们提供良好

的支持性的康复环境，让孩子积极参

与康复治疗，早日恢复健康的嗓音状

态，从而拥有较高品质的嗓音生活。

（作者系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副研究员。北京儿童医院精神心理

科史琳玉对本文亦有贡献）

“嗓音异常”是一种病，别忽视！
因刘恒鑫

世界嗓音日是一个全球性健康宣传

日，旨在提升公众对嗓音健康的关注，普

及科学发声知识，并推动专业人士及大

众养成良好的用嗓习惯。这个节日起源

于 1999年，由巴西耳鼻喉科医师协会首

先发起，最初是作为“巴西国家嗓音日”来

宣传嗓音健康知识。随着越来越多国家

的耳鼻喉科专家、语言病理学家及声乐界

人士的积极响应，这一倡议迅速在全球范

围内传播开来。

2003年，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会将每年的 4 月 16 日定为世界嗓音

日。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世界语音

医学和嗓音科学在当代的快速发展，也

象征着春季万物复苏之时，人类对沟通

与表达的回归与重视。世界嗓音日的设

立，不仅关注教师、播音员、歌手、客服

人员等高强度用嗓人群的健康问题，也

面向普通大众，通过组织嗓音筛查、义

诊咨询、公益讲座、声乐演出及嗓音训

练课程等活动，提醒人们正确使用嗓

音，预防声带疲劳、结节、息肉等常见病

症，推动全民健康用嗓、科学发声，构建

良性沟通社会。

世界嗓音日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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