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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音乐的要素中包含有节奏、旋律以及和声等，这些

要素之间相互协调，最终形成了优美的音乐。以节奏为

基点，不断的加以情调辅助就构成了优美的旋律。这些

优美的旋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交流形式，既具备着社

会特征，也是体现人与人或自然之间交流的有效途径。

一段经久不衰的乐曲，一首百唱不厌的乐歌，各类经典

音乐都能够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冲击。这些经典更能体现

出音乐要素之间和谐共处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音乐课程对学生进行音乐理论教学时更要确保学生对

各音乐要素有深刻的体会与了解，理解各音乐要素是学

习音乐理论知识的基础。提升音乐审美能力，培育和丰

富音乐情感，更需要教师引导和帮助学生感受节拍、音

色、旋律、音准、音感对于音乐的重要作用，增强学生

对音乐的体验学习，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思维，强调音

乐的感受与鉴赏，才能更好的帮助学生将音乐要素吸收

吸纳、融会贯通，从而体现音乐艺术的完整性。

一、对音乐理论中音乐要素的概念进行分析

在音乐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音乐要素，音乐要

素也是构成音乐的基本元素。音乐要素主要分为节奏、

旋律、音准、音感、音色等多个部分。而对于音乐作品

而言，节奏与旋律往往是体现作品能量的最重要部分，

作为音乐灵魂与血液的他们往往主导了一部音乐作品主

要的行进方向。不同节奏与旋律会带给听众不同的音乐

效果，不同的音色差异也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受。通常而

言，优美轻快的旋律以及轻盈的节奏再配合柔美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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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带给人身心放松、精神舒适的效果。反之，如果

节奏加快，音色高昂，旋律也变得激昂亢进，那么也会

引导给听众一种紧张的情绪。例如，乡村音乐的特点主

要为悠扬轻快，这会带给听众轻松的愉悦感；而民谣音

乐更近乎于讲述故事，节奏缓慢，娓娓道来；爵士音乐

更体现出慵懒与诙谐的听觉效果；而摇滚音乐更能震撼

心灵，表达气势的恢宏。这些都体现出音乐理论中的音

乐要素对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对音乐理论中各个音乐要素进行分析

2.1 对音乐理论中的节奏要素进行分析

音乐理论中的节奏要素是整个音乐作品的灵魂所在，

它更能体现音乐作品的速度与风格。通常来说，音乐节

奏更体现出了音乐作品的节拍以及律动形式，它主要通

过音长音短以及力量强弱来体现。人们通常会通过节拍

来感受这一首音乐作品的强弱感，音乐作品中强拍与弱

拍是由不规律的更替形式来构成的。因此，节拍也有较

多的组合形式。一般在对音乐作品的节奏进行分析时通

常会判断作品的节拍、节奏型以及及时值，之后再依照

节奏对该作品进行赏析。例如，对于四二拍的音乐作品，

我们可以感受到其重音位于每一节的第一拍上，这能够

很好的表现出激进奋勇之感。而且在聆听某音乐作品时，

我们会随着音乐旋律进行摇摆，这正体现了音乐节奏对

于人体的律动影响。

2.2 对音乐理论中的旋律要素进行分析

音乐理论中的旋律要素可以称之为音乐作品的血液，

节奏要素能够纵向的影响音乐作品的整体，而旋律通常

是以横向的形式来展现音乐作品。音乐作品旋律的变化

主要受到音乐强度大小、音色特点以及声音高低等方面

的影响。在对音乐作品的旋律进行鉴赏时，首先要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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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旋律进行反复研读，保证我们对于该旋律已经形成一

定的熟悉记忆，之后再对该旋律进行解读。对音乐旋律

进行整体理解就应当对旋律进行辨听，识别声音的音准，

划分声音的高、中、低三个音区，完成上述步骤，才能

更好的掌握对音乐旋律的理解。一般来说，为了能够实

现对于音乐作品的全面解读，在鉴赏的过程中必须对音

乐旋律有整体的把握感，对于各个旋律所涉及的部分要

实际理清，例如，在对乐谱进行解读时必须要实际理解

乐谱的音高以及关联之处，理解模糊部分要着重辨别。

除此之外，乐谱本身对于音乐作品的重要性是极高的，

乐谱上所呈现的标记便是作品本身，而旋律则是乐谱的

延伸成果。因此，理解和通读乐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

去理解旋律。

2.3 对音乐理论中的音准要素进行分析

在对音乐作品进行鉴赏的过程中，音准是重要的一

项判断标准，音准符合作品需求才能够更好地体现作品

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在学习音乐时，除了学生本身所具

备的音乐天赋之外，更注重其后天的努力。如果不进行

专业的训练，忍受时间的磨砺是无法体现其音乐造诣的。

音准看起来只是七个基本音阶，但事实上要想完全掌握

这七个音阶的准确发音也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尤其是

对于从事音乐相关工作的人来说，在音准上的任何一点

小瑕疵都会影响一部音乐作品的整体呈现效果，一点点

的音准变化都会被关注到，因此教师在强调音准要素对

于音乐作品的重要性时，更应当教导学生高标准、严要

求，不断提升自身的音准水平，增强对音乐理论中音准

这一音乐要素的认知和理解。

2.4 对音乐理论中的音感要素进行分析

通常在对音乐作品进行鉴赏时也会对鉴赏人的音

乐水平有所要求，听众在欣赏音乐作品时也应当不断提

升自身对于音乐理论与音乐知识的了解，增强自身的音

乐鉴赏能力。音感主要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是相对音

感，另一方面是绝对音感，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差异

的。从概念上来说，相对音感主要是依照具体的标准来

感受音乐，而绝对音感则通常是在无硬性规定的条件下

享受音乐。例如，在对某些歌剧片段进行赏析时，我们

可以从女高音歌者的歌声中感受到愤怒的力量，尤其是

副歌部分更能增强听众的共鸣感，这也能帮助听众去感

知歌曲的情感变化。除此之外，有些音乐作品会涉及到

乐器间的相互配合，在表达轻松愉快的旋律时会调整速

度，放缓节奏，而当情感表达发生改变时则会突出其中

一种乐器的细腻感与诉说性，此时更强调哀怨悲伤的氛

围。因此，音感对于音乐作品的鉴赏是十分重要的，它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音乐作品的情感表达，拥有绝对音

感的人更能够体会到音乐所带来的力量。为了能够提升

对音乐作品的认知和理解也需要听众去不断提高感知音

感的能力，从而增强对音乐作品的艺术理解。

2.5 对音乐理论中的音色要素进行分析

音色要素是创造音乐的重要媒介，不同的音色对于

音乐作品的呈现效果也会有不同的影响。首先，对于乐

器而言使用不同音色的乐器可以使乐曲更具变化性，更

强调音乐作品的氛围感。不同乐器对比不同类型的音乐

是存在自身的适应性的，对于音乐作品中使用何种乐器

进行演奏，或是使用何种音色来修饰作品，需要作曲家

的分析与探讨。除此之外，人声音色也会有所不同，这

对于作品的呈现效果也有着差异化的影响。由于音乐作

品对于音色要素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不同音色的乐

器或人声的使用方式也在扩增，使用方式不同，最终音

乐作品的呈现效果也会不同。

三、对音乐欣赏中融合的音乐要素进行分析

3.1 在音乐情感变化中融入音乐要素

情绪与情感是存在着层次区别的，或高或低的深度

和强度都代表着不同的情绪色彩。音乐的不断演进其实

也在表达音乐情感的不断变化与升华，在这一刻，音乐

是情感的化身，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语言。从这一角度来

说，音乐的表现形式要远高于其他艺术形式。音乐情感

的不断变化是通过各个音乐要素的不断转换而完成的，

无论是舒缓还是紧张，都需要通过节奏与旋律的改变来

演进和发展，在音乐情感变化中融入音乐要素更需要不

断体味各个要素对于情感转变的作用，通过音乐的情感

变化来影响听众的情感变化。掌控音乐要素便是掌握了

音乐作品的情绪情感。

3.2 在音乐场景变化中融入音乐要素

在感受一首音乐作品时，听众首先接触到的是音乐

的主旋律，或是悲伤，或是激昂；其次是感受音乐作品

的快慢与强弱，最后才会注意到音色对于整部音乐作品

的影响。这样的欣赏过程更强调了音乐要素的存在价值，

却没能通过音乐要素的不断变化与转换来感受音乐场景

的变化。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通常都会使听众有身临其

境之感，画面随着音乐的不断行进而进行转换，最终呈

现一幅美轮美奂的听觉盛宴。这也强调了在音乐场景变

化中体味音乐要素变化的重要性，通过不同音乐要素的

使用来完成对不同场景的表现更能展现音乐各要素的融

合之美，将音乐要素完美的融入到音乐场景的变化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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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音乐作品的呈现。

3.3 在音乐体裁变化中融入音乐要素

对于不同的音乐体裁应当选择不同的音乐要素进行

表现，例如对于进行曲这一体裁应当选择节奏鲜明，音

色浑厚的音乐要素，更强调音乐的庄严性；而对于儿童

歌曲的体裁类型则应选择节奏明快，音色尖细的音乐要

素，更强调音乐的欢快感。从这一点来看，不同体裁的

音乐作品应当把握不同的音乐要素进行呈现。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充分了解音乐作品或是提高对音乐

的鉴赏能力都首先要对音乐理论中的音乐要素进行理解

和感受，音乐要素对于音乐整体而言是根本，各个音乐

场景中都需要音乐要素的完美配合。在掌握音乐要素的

基础之上再结合对音乐体裁的分析才能最终完成对音乐

的鉴赏，从而理解音乐所表达的思想内涵。在对学生进

行音乐理论教学时，教师更应当强调对各个音乐要素融

会贯通的重要性，不断教导学生提升对音乐的感知力和

感悟力，从而最终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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