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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校音乐教学中“内心音乐听觉”的培养
卢子霖

( 美国康奈尔现代音乐学院　美国　洛杉矶　90001)

【摘　要】“内心音乐听觉”对于学生听音时联想出的听觉意象、产生的听觉感触都有莫大的意义。培养学生的音乐实践能力，

一定要从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和音乐感触开始，因此培养“内心音乐听觉”是提升学生艺术鉴赏能力的第一环。本文从“内心音

乐听觉”的概念内涵、“内心音乐听觉”对于音乐实践活动具有的意义以及高校音乐教学中“内心音乐听觉”的培养策略三方面

阐述了高校音乐教学中“内心音乐听觉”的培养，希望能提高学生对于音乐整体的把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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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心音乐听觉的概念内涵

实际的音乐教学和音乐实践中，音乐的三大要素为节奏、

旋律还有和声，因此内心音乐听觉也有内在节奏感、内在旋律

感和内在和声感着三个方面的特征。

内在节奏感指的是鉴赏音乐时，人对音乐的节奏以及节奏

的组合模式形成的音乐听觉表象，往往能感知出音乐带有倾向

性的一种律动感。人的内心在听到音乐中旋律产生的起伏，指

的则是内在旋律感，它涵盖音乐符号与音乐符号间的高低和节

奏关系。最后的内在和声感，则表现为人在鉴赏音乐时，内心

对整体音乐的一种掌握程度，此时人的注意力将会聚焦于音乐

的多音响性，由此在内心中投射出和声声乐思维。

二、“内心音乐听觉”对于音乐实践活动具有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对音乐作品的鉴赏力

学生在音乐实践中，若缺少内心音乐听觉，那么就很难理

解一部音乐作品。在欣赏一个音乐作品时，人们的心中会涌现

出强烈的感情、脑海中构建出一幅带有自己情感体验的画面。

这种内心音乐听觉是一种艺术感知，也是审美行为，更是人们

想象力的延伸，由此，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注重对学生内心音乐

听觉的培养极其重要。

内心音乐听觉能够让学生在音乐实践中，对音乐作品的节

拍、结构、曲调等都有比较宏观和清晰的认识，加强学生分析

和提取音乐要素的能力，通过自身体悟和比对发现不同音乐间

本质的区别和联系，也加深了学生对音乐记忆的准确性，完善

学生对于音乐的鉴赏力水平。

（二）积累和发展学生的音乐直觉意象

内心音乐听觉的主要表现载体就是音乐直觉意象。一般来

说，音乐直觉意象在演奏者或作曲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在高

校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内心音乐听觉，就是在多次的音乐感知

和音乐体验过程中，让学生培养和形成直观的音乐意象。在这个

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发现自己形成的内心音乐意象天然的

和自身的需求还有动机相一致。在反复几次的音乐刺激后，学生

心中的音乐直觉意象渐渐从无到有，从一点点变得有雏形直至丰

满。听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时，心中产生不怕直面人生之

困难的勇敢心情，在脑海中勾画出了扼住命运咽喉的音乐家，从

而在歌曲中磅礴的力量感的指引下前进；聆听危难之际谱写的壮

丽国歌时，内心能联想到血染的红旗和一路以来的风风雨雨，这

些都是内心音乐听觉在学生心中能够引发的音乐直觉意象。

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内心音乐觉知不同，不同学生

对同一首曲目产生的音乐直觉意象不同。但随着实践教学让学

生积累丰富的音乐实践经历，学生渐渐会在其中升华和发展自

身的音乐直觉意象，在外部音响和自身体悟的变化中，获得更

有层次感和更丰富的音乐直觉意象。

三、高校音乐教学中“内心音乐听觉”的培养策略

( 一 ) 加强对学生的基础乐理培养

巩固好学生的基础乐理知识教学，才能让学生对音乐曲目

有良好的消化能力。音高、节拍、音程、调式都要让学生学透、

理解透，掌握各种风格、韵律、和声的表演，读对乐谱，甚至

是通晓一些音乐发展史、音乐流派以及各代表人物，这些基础

知识的累积对学生长足的内心音乐听觉培养至关重要。对音乐

的深刻体悟一定建立在内心已有的音乐框架之上，因此各大音

乐理论的学习和训练，是培养学生形成更深刻内心音乐听觉必

不可少的战略前提。

(二 ) 鼓励学生背写、背唱

背写和背唱是在高校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内心音乐听觉

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指导学生用纸笔写下或者唱出即将听到的

音乐，促使学生主动调动自己的回忆和乐感。采用该教学策略

可以倒逼学生熟悉不同的音乐材料，主动的搜集音乐的相关信

息，对听到的音乐进行分类、并且加入自己的理解，为了最终

能够还原教师播放的音乐的目标而调动自己全身心的内心音乐

听觉，对于不同类型的音乐构建出清晰的音乐印象。 

( 三 ) 让学生进行练耳和默唱训练

背写和背唱的教学策略，是为了让学生建立完整宏观的内

心音乐听觉意象。如果要让学生得以分辨歌曲的细节和脉络，

则可以对学生进行练耳和默唱的训练。

练耳记对耳朵的听觉做出训练，让学生明辨歌曲与歌曲间

不同的和弦、长声、短句、曲调变化及旋律起伏。练耳的过程

让学生自发的将抽象的理论概念应用于实际的、生动的音乐之

中，快速的对播放的乐曲做出反应，加快学生记录乐曲的速度，

让学生在音乐实践中讲课本上学到的音乐理论都能和生动的音

乐符号对上号，并由此形成恰当的内心音乐听觉。

默唱也有助于学生内心音乐听觉的培养。在实际教学中，

学生不但要自己听音乐、分辨和熟记旋律，并且也要倾听他人

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养成“打拍子”的好习惯，让学生对

节拍的掌握更加准确，能够在复杂的音符和变奏中明白无误的

分辨出音符组合，养成良好的默唱习惯，进而让内心音乐听觉

成为听觉本能的一部分。

四、结语

内心音乐听觉对于高校的音乐教学来说，毋庸置疑是一种

十分重要的能力。它决定着实际的音乐教学活动质量，影响着

学生的音乐和艺术审美，决定着一个人的听觉意象是否丰富和

能够产生相应的听觉记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内心音乐听觉的水平高低直接制约着

一个人的音乐欣赏水平和演奏水平。所以无论是演奏音乐、鉴

赏音乐还是创作音乐，内心音乐听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高校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内心音乐听觉都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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