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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视唱练耳能力的培养之道 
伦晓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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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构建高校音乐教育生态系统运行的理论框架培养学生视唱练耳能力的主要策略，其次提出了视唱练耳对
声乐演唱学习的作用，最后从几个方面探究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视唱练耳能力的培养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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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music education ecological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unn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cultivate students solfeggio training ability of the main strategy，
then proposed the role of vocal music learning，singing the last from several aspects to explore the university music 

education professional students training ear training measures，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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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视唱练耳是一门音乐教学的基础课，它涵盖了视唱、练耳和基

本的音乐理论，视唱练耳教学首先要从听觉入手，即用耳与心去感
知；然后，培养学生用声音来表达音乐的能力； 后，从音乐的基
础理论出发，即创作与享受。音乐和视唱练耳的 佳结合，是以学
生的视唱练耳技能为学习基础，并基于对音乐音响的感受，将有关
的音乐理论渗透其中，以此当学生具备视唱练耳的能力后，可使其
用更为方便的方式，获得 完整的音乐基本知识及信息。 

1、构建高校音乐教育生态系统运行的理论框架培养学生视唱练

耳能力 
在高校音乐教学过程中，所构建的生态教学理论需明确其目标

与定位，这是生态音乐教育可实施的关键要素。我们提倡的生态观
念，认为一切都是基于生活的整体，强调生活的完整性。因此，音
乐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与人为精神的协调发展为主，并
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使其转变和降低传统的“以技术为本”的
教学观念。 

在当下的生态音乐教育基于人文内涵与音乐技能的结合、共生
发展理念，在两者整合后，可使音乐教育在艺术和人文两个层面上
进行全面协调地发展。这里所说的音乐技巧，并不是指在知识上，
而是在琴谱上弹奏力或者视唱练耳的能力，也是以这些基本的音乐
技巧为基本的，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音乐教学理论框架，在构建
好理论框架后，可有效培养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并进一步促进学
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表现能力、表达能力等，在将其融会贯通后，
才可促进学生得以全面发展。 

2、视唱练耳对声乐演唱学习的作用 
2.1 视唱练耳有助于提升声乐演唱学生的基本音乐素养 
由于没有经过专业的视唱练耳培训，大部分的业余音乐爱好者

对声调、节拍的掌握都要比专业的学生差得多。很可能会有跑音或
者伴奏不到位等情况，同样一些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因视唱练耳能
力不佳，也会出现以上情况，针对音高、音准、音程关系等基本的
乐理概念了解不足，大部分的歌唱都是依靠听觉和感觉进行，在声
乐专业课程中，甚至在基础音准上也会出现错误，致使声乐教师不
能深入地讲解音乐知识，一节课，就是为了讲授节奏和音调，把声
乐课程改成了视唱课，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音乐教学质量。在
此，通过培养学生的视唱练耳，可助于提升声乐演唱学生的音乐素
养，使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从基本的乐理概念入手不断提升
其音乐素养。 

2.2 视唱练耳有助于培养声乐演唱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 
若以节拍、音准，为唱腔结构，则以抒情为唱腔的灵魂，为想

让歌唱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就必须有较强的对音乐的知觉。音乐

认知能力的形成有赖于音乐的基本原理和感官听觉的支撑。为此，
在培养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时，可确保学生在学习、和弦、旋律调
性时感受其听觉色彩，以此不断提升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比如音
乐中明暗色彩的差别：主要的音色是明亮的，稳定的，通常用来表
现积极的、激动的音乐情感；小调的音色是忧伤的，通常用来表达
忧伤、神秘等音乐情感。很多民族音乐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中国
五声调，七声调等；欧洲各式各样的中世纪风格，在声音上也表现
出明显的特色。在此，通过培养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可不断丰富
学生的感性听觉能力，使其可通过对声音作品的分析，迅速掌握歌
曲的音乐风格，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1]。 

2.3 视唱练耳有助于丰富声乐演唱学生的多声部演唱思维 
学生的多声思维是指，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多

声部音乐的感觉、听觉以及欣赏、习惯能力的发展，并在音乐上逐
步形成的一种立体的思考方法。歌唱不仅是一种形式的独唱，还有
其他的形式，如重唱、合唱、轮唱等，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既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演唱的技能，又要引导其掌握表演其他多种声
部的歌唱技巧，可以说，为适应多声部音乐的实际演唱需求，加强
视唱练耳多声部的练习较为重要；视唱练耳的培养可以提高学生的
基础音乐素质，通过读谱、唱谱等方法提高学生的听唱水平；能训
练学生对音乐的认知，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和加工，
从而加深对音乐内涵的理解；还可丰富其多声部的演唱思维，使其
面对各声部的挑战。 

3、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学生视唱练耳能力的培养实施办法 
3.1 视唱能力培养策略 
（1）看谱即唱 
第一，用眼看谱。视唱法是将听觉的音色表现转化为真正的音

乐音效，因此，学生们要通过视觉来看音乐。教师在培养学生视唱
能力时应指导学生在歌唱时，用眼睛看好音符，并提前读懂后面的
音符。只有如此，眼视谱才可得心应手，以此培养学生养成良好地
唱谱习惯。 

第二，用口唱谱。在演唱的过程中，学生还可以听到教师与其
他学生的声音，以便学生能够及时的判断自己的声音是否正确。视
唱时，要使用轻柔的嗓音，但是要把嗓音唱出来。这样既可以让学
生的嗓音不容易产生疲劳，也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聆听和辨别自己的
歌声。当学生视唱性较好、较熟练时，应将其高音单独唱出，以改
善视唱的教学效果。 

第三，用手击拍或划拍。打、划是掌握音乐节奏的重要环节，
是帮助学生快速掌握音乐速度以及节奏、节拍不可缺少的手段，在
此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用手划拍，把节奏转换成自己的“内心节拍”，
形成一种节奏感。所以当学生在进行视唱练习的时候，应该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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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打的时候进行练习[2]。 
第四，用耳听。为判断自己或别人唱歌是否准确， 重要一点

为用耳朵来辨别。当教师演奏视唱曲时，要对歌曲的旋律、节奏、
节拍等有一个初步的完整的印象，以便将其与视谱联想时的声音信
号相比较，在大脑中留下完整正确的音响痕迹。学生们在演唱时，
要用自己的耳朵来分辨自己和他人的声音，以便了解音符表象，还
可听见这些音符的音乐形象。 

第五，用脑思考。在视唱法中，要善于使眼、口、耳、手等器
官配合，从而形成与中枢神经相连的网络。为此在培养学生视唱能
力时，教师可引导学生善于用脑思考，并在中枢神经留下可接通的
记忆痕迹，以便高效掌握乐谱。在视唱训练时，要全神贯注，看、
唱、听、拍等各种动作要协调一致；音高、节奏反应要快、准。 

可以说，视唱属于一种高级、复杂的声学信号，其也属于一种
有意识的回应。而要在歌唱的同时进行紧张复杂的思维活动。如果
没有正确的、敏锐的分析和判断力，其视唱能力的提高也相对困难。
为此，当学生在视唱时遇到困难点时，教师应引导学生针对难点进
行深入浅出地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练习，进而逐步克服，以此尽
快提高自身的视唱水平[3]。 

（2）“唱”能力 
“唱”是视唱练耳的中心环节，强调“口、耳、眼、手、心”

的感官协调与配合，简而言之，就是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唱”这
个动作，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分辨能力，同时在学生唱歌时，还
需精确地表达韵律，又要对音乐的知识和技巧有深刻的了解。一方
面，要加强学生对音高和节奏的把握。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
发现许多学生对音乐理论知识有一定的不适应，即“行易知难”的
表现非常显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声调和韵律的把握，就算有
很好的“乐感”，或者经过实践或者有很高的音乐天分，也不可能有
系统地“唱”，这一问题直接导致视唱练耳的价值弱化。为此，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避免将理论知识与视唱练习相分离，应将音乐理
论知识与视唱练耳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开设相应的视唱练耳课
程，使其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同步[4]。 

另外，在视唱练耳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打拍子”的学习习
惯。在唱歌时敲击节拍，能迅速地使学生掌握音乐的韵律，确保视
唱练耳的“唱”得更为自然、流畅，当节拍变成一种自然的习惯时，
“唱”字的完整性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就拿“节奏感”来说，韵
律就像是一种“骨架”，尽管可以用结构化的练习来掌握，然而，这
种高深的技术，对初学者而言是难以掌握的，因此，在进行教学前，
必须使学生对乐谱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首先，根据个别的节拍进
行训练，再将不同的节拍进行比较，从而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其
次，在“旋律”的训练中，应注意音程、大跳、节拍“三要素”，即
所谓“灵魂”的曲调，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练习，在此过程中，教师
可采用模拟测验的情景来指导学生。 后，在“唱”的训练中，教
师还可根据学生对音符的加线位置进行判断，从而判断出学生的音
乐识谱水平，以便为后续练耳能力的培养奠定扎实的基础。 

3.2 练耳能力培养策略 
按照通常的要求，练耳听力的程序为，音程，和弦，节奏，旋

律的听记。而这些都是乐理的范畴其中，音程、和弦的听记，不仅
要看听音的准确性，还包括记谱法以及等音之间的区分。比如，一
个简单的 D# F# A 即一个加三和弦，但有些同学常常把 D# FbB 写
成 D# FbB，其实音节相同，但由于个别学生忽视了和弦组成的规律，
从而导致听写出现错误。与此类似，在旋律听记中也有一些问题，
其中 普遍的问题为音调规则。如：七声调式的正声、下征、在清
商二个音阶中，以 G 型正声（C 宫）和 G 宫下征的音阶为例，其
音列相同。因此，学生们在记忆旋律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混
乱的情况，这就造成了许多学生的发音和节奏都非常准确，但是判
断调号出现了诸多问题，这就需要学生加以练习，并运用乐理知识
进行解决[5]。 

3.3 视唱练耳与声乐演唱的有机结合示例 
下述通过教学《伟大的灵魂高贵的心》歌曲实例，阐述了如何

把视唱练耳和声乐唱法相结合，并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 

（1）1789 年莫扎特所作《伟大的灵魂高贵的心》是一首由抒
情诗组成的音乐会咏叹调。学生在演唱时，可以依据音乐创作背景
和音乐的形式来判断其是否为古典风格，并在此基础上，了解歌曲
的创作背景、歌词大意后，首先与视唱练耳相结合，然后对歌曲进
行预习[6]。 

（2）学习唱歌首先要用钢琴反复地读谱视唱，主要解决学生解
决基础的问题，如节奏、音准等。在通读整张乐谱后，对乐曲进行
解析，并按乐句的方向、歌词对呼吸气口、难点乐段进行标注。在
对作品进行分析后，根据歌曲的难点旋律、节奏进行逐字逐句地视
唱。该歌曲的乐曲视唱能够分析出音与音程关系，从而找到调高的
规律性[7]。比如，在谱例 5 中，乐句是由 F 大调向 B 大调转变的过
渡，学生较易产生音准上的偏差，要掌握好调性的变化；又如，谱
例 6 中的所有乐句都是开始弱节奏，以大切分为主，要求学生按照
指示的挥拍进行标准的练习，从慢到快，一句一句地训练，以此才
可确保音乐节奏更为清晰，音准也会变得流畅。其难点在于，速度、
力量、强弱。同时，还要求学生对谱面中 基础的音乐要素进行深
入分析，并与自己的演唱实践相结合。 

（3）在对基础技术难点进行解析后，教师可带领学生阅读每个
词，朗诵好歌词，并按节拍朗诵歌词，在此必须把难度单练与整体
练习有机结合，把乐谱的要求唱得准确，避免盲目地模仿示范音频，
对一些基本的细节问题要适当地处理，不然就会影响到二次创作，
得不偿失。 

（4）视唱练耳的培养目的在于提高学生音乐表演的实践性。提
高视唱练耳水平，对歌唱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解决了歌唱
技术上的难题，对歌曲的艺术处理也很重要，在理解了歌词的意义
和不同的音乐语言之间的联系后，学生可将演唱技术与自己的情绪
进行高度结合。在此教师需注意的是，对于培养学生的视唱练耳能
力，其训练不能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要回到音乐的本质，即从声
乐演唱中来，到声乐演唱中去[8]。 

结束语： 
视唱练耳能力的高度，对学生演唱与音乐学习较为重要，因此，

教师需采取多种办法合理培养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在具体的教学
活动中，教师可在突出唱的同时，结合“听”“记”两方面的要素，
并鼓励学生多思考，多感受，多发现，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方
式。且“视唱练耳”的实践性特点还可使学生在长期的训练中形成
冷静、沉着的心态，从而使他们的音乐能力、音乐素养得到 大程
度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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