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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视唱教程（1 A ）》作为经典的视唱教材，包含
了很多具有代表性具有挑战的视唱作品。而如何从这类旋律
动听的视唱作品中提取更多理论要素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
是声乐视唱练耳课程教学探索中是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因此，
通过将《法国视唱教程（1A）》中切分节奏形的典型代表典型
曲目第八十一条进行最大限度地拆解与分析，挖掘尽量多的
音乐理论要素，力求像一个微弱的太阳光线照射到多面体棱
镜那一刻一样，通过一条简单的练习（棱镜）从而折射出更多
面的音乐理论知识点，为课堂有限的时间争取让学生汲取更
多知识。

1　《法国视唱教程（1 A）》N o . 8 1 概要与难点
1.1素材概要

《法国视唱教程（1A）》No . 8 1 是一条精炼的Ｃ自然大调
视唱曲。该曲是四四拍单旋律视唱曲，难点在于由切分节奏为核
心贯穿全曲的同时，加上跨小节的同音连线，组成一条以切分节
奏为主要难点的C自然大调单旋律视唱曲。该曲主要节奏型有以
下三：

该条视唱曲从谱面来看，小节数仅有22个小节，无调外变
化音；但从调式、节奏、内心听觉训练来看，该条视唱曲可以从
不同纬度带给学生教学变化方式，以日常学习中最普遍的教学作
品中提取尽量多的音乐理论要素进行训练，获得最大化的理论知
识的实践与学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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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素材解析重点
笔者紧扣视唱练耳学科所追求的音乐核心素养，在关注学

生在识谱能力、节奏能力、音准演唱和内心听觉四个方面的发
展，针对《法国视唱教程（1A）》No.81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教学挖
掘与解析：（1）调式训练，（2）调性训练，（3）由简至难的切分
性节奏形态训练，（4）以Ｔ－Ｓ－Ｄ－Ｔ为和声骨架的同主音大
小调和声听觉训练，（5）内心听觉音高训练，（6）多声部引导式
训练。

2　《法国视唱教程（1 A）》N o . 8 1 的分步训练
2.1调式训练
全曲调式为Ｃ自然大调，通过教师的引导与调式热身后，

做到准确的调式感视唱。因此，运用一个简单的分解和弦序进式
练习，对学生进行调式热身训练就十分必要[2]。该分解和弦的和
声序进为Ｃ自然大调的正三和弦进行为Ｔ－Ｓ46－Ｄ34－Ｔ，再
由C自然大调的不稳定音级逐个向下或向上级进解决至稳定音级

“II-I、IV-III、VI-V、VII-I”。该调式热身目的在于快速让学生
寻找到正确的调式和声听觉与音级倾向。四三拍热身训练附唱名
如下：

Ｃ自然大调（横线代表延长一拍）：

2.2调性训练
在学生对基于Ｃ自然大调的熟悉带来的便利下，可以针对同

主音小调进行训练。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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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和声小调的同住音和弦训练，用相同的热身练习促进同主
音小调的调性体会：将Ｃ自然大调中III、VI 级音各降低半音，
全曲变成C 大调同主音小调c 和声小调，丰富学生调式音乐感
受，帮助他们在课后自我开展尝试同主音大小调变换练习。四
三拍热身训练附唱名如下：

ｃ和声小调（横线代表延长一拍）：

2.3由简至难的切分性节奏形态训练
《法国视唱教程（1A）》No . 8 1 全曲包含三种切分节奏形

态： 基础切分节奏、 连续切分、

 包含同音连线跨小节连续切分。

① 基础 切分节奏

这个最常见的切分节奏型学生基本均已掌握，老师在上课时
可以先要求学生打出以下节奏性的正确形态，要求双手击打单位

恒拍的方式练习唱出这个节奏：  唱：   哒 哒 哒 拍

手： × 　×

② 连续切分的拆分学习

在接下来的拆分学习中，图例将适当给出音名的提示。连续

的切分节奏“ ”比基础切分节奏“ ”来说要

相对少见，所以对于大学一年级的绝大多数专业学生来说，练习
连续切分的的机会相对比较少，因此能够正确演唱这个节奏型的
学生并不多。在《法国视唱教程（1A）》No.81视唱曲中，连续切
分第一次出现在谱面的第3小节，教师将这个节奏型的拆分学习
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详述。

可以看出，连续切分节奏“ ”可以被拆分为

两个较为简单的“ ”切分节奏，再由同音连线的辅助，能

够使学生做出正确节奏形态。

③

跨小节同音连线连续切分组合的拆分学习。在《法国视唱
教程（1A）》No.81学习中，全曲最大的节奏难点跨小节同音连线
连续切分型节奏型首次出现在第十一小节。区别于上一个连续切
分的难点，跨小节同音连线连续切分对学生造成的节奏干扰是训
练的重点。针对这一个难点，笔者将此拆分为三个步骤进行训练
方案详述[3]。

　

可 以 看 出 ， 该 跨 小 节 同 音 连 线 连 续 切 分 组 合

“  ”通过去掉同音连线

可以被简化为多个连续切分节奏“ ”。因此，

基础切分节奏“ ”→连续切分节奏“

跨 小 节 同 音 连 线 连 续 切 分 节 奏 组 合

“  ”在本练习中是有一以贯之的

连贯性的。
在本部分由简直难的节奏训练中，

将复杂的切分节奏通过教师的拆分，从
学生熟悉的基础切分节奏型开始训练，
又因为跨小节同音连线的加入，简单的
切分节奏变成了难度更大的切分节奏型。
但又因为教师在适当的时机将同音连线的
加入（与减去），使得训练变得相对简
单，以此鼓励学生在遇到复杂的节奏型
时，能够进行简化、拆分、融汇，最
后将知识点掌握，也可以因此鼓舞学生
对复杂的节奏形态进行“脱敏”训练，
主动拆解复杂节奏型，力求掌握独立解
决困难的能力。

2.4以Ｔ－Ｓ－Ｄ－Ｔ为和声骨架的
同主音大小调和声听觉训练

《法国视唱教程（1 A）》N o . 8 1 调
式为Ｃ自然大调，从和声进行的角度来
说，本首视唱

曲在和声进行上有非常清晰的主属交
替进行（Ｔ－Ｄ）。因此，在做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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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高与节奏基础上，教师通过将学生为ＡＢＣ三组，在分析
该曲目的和声进行后，指导学生进行分组视唱。如：Ａ组学生
视唱主和弦（Ｔ）部分、Ｂ组学生视唱下属和弦（Ｓ）部分、
Ｃ组学生视唱属和弦（Ｄ）部分。让学生进入到和声角色中，
通过演唱来充分感受和声色彩与和弦倾向[4]。

在ＡＢＣ三组学生熟练配合后，教师可以将本首Ｃ自然大调
视唱曲中的调式音级Ⅲ级、Ⅵ级各降半音，变为?Ⅲ级与?Ⅵ
级，在此，《法国视唱教程（1A）》No . 8 1 将由原本的Ｃ自然
大调改变为?Ａ自然大调的关系小调：ｃ和声小调。运用同样的
分组方法，ＡＢＣ三组学生分别视唱主和弦（Ｔ）部分、下
属和弦（Ｓ）部分、属和弦（Ｄ）部分，用最短的时间带
领学生体会同主音小调色彩。两个调对比之，增加对于同主音
大小调不同的音高、调式和声感受，同时，以和声功能分组演
唱训练，对于建立学生内心的和声听觉起到很好的帮助，同时
训练调式感。

2.5内心听觉音高训练
内心听觉建立与训练一直是视唱练耳课堂的重点之一，笔者

试图运用同样的素材针对学
生进行横向的旋律性内心听觉训练，以建立稳定的内心旋律

想象。课堂中，学生可以分为两部分，或老师加入该视唱曲目
的演唱，形成三部分（根据音乐内容可以向上增加）或更多，
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进行内心听觉的培养。以《法国视唱教程

（1A）》No . 8 1 为例，从节奏方面进行分类：老师唱某一个节
奏型，学生自行分组决定唱剩余的节奏型；从音高方面分类：

老师唱固定的某几个音高，学生自行分组决定唱剩余的音高……
诸如此类的分类方式，将平淡的单旋律变成多个部分组成的轮唱
形式，以“唱出正确的音乐形态”为主要目标，达到训练内
心听觉与正确音高的目的。长此以往，训练内心听觉与音高掌
握经过时间的累计，音乐能力会得到显著的提高[5]。

2.6多声部引导式训练
在学生针对上述５个方案都进行了顺利的训练后，教师可以

针对该单旋律自行设计加
入简单的第二声部，开展二声部的合唱训练，为学生培养

多声部的听觉训练。用熟悉的单旋律稍作改编，考验教师能力
的同时，又能减轻学生对多声部训练的心理恐惧，训练多声部
内心听觉，促进学生对多声部的思维建立，曾强对多声部探索
的积极性。

3　结语
《法国视唱教程》1A 第 No.81 作为一条短小的单声部视唱

曲，笔者将其进行细化、拆分、重组，以追求在有限的课程
时间内，用经典的视唱学习素材带领学生学习节奏训练、难点
节奏拆分、调式训练、同主音大小调调性感受与建立、内心听
觉与多声部能力的铺垫；至此，笔者也希望每一位音乐专业学
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在简短的课程学习中尽可能获取更多的音乐
理论知识。在未来的学习、实践、工作中，遇到困难，能够
逐步拆解分析并解决；遇到单一的课程素材，能够自主加入延
展知识内容，使之有趣、丰满，散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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