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 站 推 荐 

网 上 图 书 馆 

音乐科研机构 

学术会议信息 

学术出版信息 

研 究 资 料 

首页 → 资 料 库 → 学术会议信息  

与音乐最亲密的接触——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综述 

作者：韩燕玲 梁红 来源：本站 发布时间：2007-12-28 10:08:39 

      经过近两年的多方协调与精心准备，承蒙全国视唱练耳领域专家、学者与师生特
别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音乐最亲

密的接触——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于2007年10月在武汉音乐学院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各大音乐学院、艺术学院、综合大学的视唱练耳专业教师、专家与视唱练耳
专业的研究生们汇集一起，共同探讨视唱练耳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的相关问题。 
      根据我国视唱练耳学科目前的发展状态，以及赴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进行有关
视唱练耳教学状况的调研情况，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在会议筹备阶段，就明确把通过
视唱练耳教学培养学生最基本的音乐素养，加强与音乐的亲密接触，作为本次全国会
议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教授提议将“与音乐最亲密的

接触”作为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的主题，并要求视唱练耳教研室，以举
办全国会议为契机，认真准备，努力实践，切实提高武汉音乐学院的视唱练耳教学水
平。基于此，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全体教师共同编写并公开出版了音
乐院系作曲技术理论共同课系列教程（总主编：钱仁平）之《多声部视唱——根据经
典名作改编》（主编：张燕，副主编：李金华、韩燕玲、梁红），提交给全国视唱练
耳教学研讨会，并已先期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推行，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和艺术效果。
该教程包括早期音乐、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印象主义时期以

及现代音乐六大部分47首完整的作品或乐章。对于加强视唱教学的“音乐性”、“艺
术性”，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国内视唱练耳教学领域富有创建的教程之一。 
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教授主
持。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致开幕辞，他代表武汉音乐学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
视唱练耳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这次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能够在以
下三个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采取切实措施：一、视唱练耳对专业音乐教育人才培养
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二、大胆地面对、深刻地认识视唱练耳教学与研究中的实际
问题；三、呼吁所有的专家教师大胆改革、大步前进。他预祝全国视唱练耳研讨会圆
满成功。 
      简短的开幕式之后，中央音乐学院教务处长、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主任赵易山
教授受大会邀请举行了题为《视唱练耳学科的生存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的专题讲
座。讲座认为：视唱练耳课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首先应该承担音乐“技术元素”的
训练与概念整合，培养音乐技术元素的感受能力和创造能力。在此基础上，它还更应
该是一门音乐（作曲）技术类型的“应用”课程，其不单培养学生的音乐思维、音乐
素质，更要使学生以技术为手段，在音乐实践中解决问题。赵易山教授指出：综观音
乐学习的全过程，视唱练耳的使命无处不在：拓展并深入国民音乐教育领域，承担培
养音乐素质的责任；巩固专业基础教育，赶上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发展的步伐。
也正因此，本学科要加强学科自身研究与建设，推动学科发展，符合学院的办学定
位，为学院招收音乐人才提供有效依据。赵易山教授还指出：视唱练耳学科应该在专
业科研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针对业余教育层面的教学研究－考级、素养、音乐化、娱
乐化等方面研究。赵易山教授最后特别强调视唱练耳学科要拓展学科的内涵，用多素
材、多种类的技术，服务于应用，将技术应用的成果，回归音乐本身。他高度赞赏本
次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所提出的主题以及当天晚上即将举行并与该主题密切相应
的“与音乐最亲密的接触——根据经典作品改编的多声部视唱作品音乐”。 赵易山教
授还宣读了各兄弟单位对全国视唱教学研讨会隆重举行的贺电，并宣布了全国视唱练
耳大赛的征集结果。 
      随后， 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举行了论文报告会。2007武汉全国视

唱练耳教学研讨会组委会在会议召开之前，将全国征集的近30篇论文编辑成集，并分
发给参会代表。作为《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论文集》的“代序”，武汉音乐学院

作曲系主任钱仁平教授向大会提交了《源于音乐  回到音乐  感知音乐  创造音乐》，
从宏观上探讨了如何切实提高包括视唱练耳在内的作曲技术理论共同课教学质量的问
题。论文认为，从作曲技术理论共同课的角度来说，音乐各专业方向课程貌似千差万
别，但有一点是共性的，就是都离不开“音乐作品”；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艺术活
动，其最高目的之一就是围绕着艺术作品而展开的共享；要实现音乐艺术的共享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要把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实现音响；而准确实现音乐作品的必要前提之一
就是音乐表演艺术家对音乐作品的全面了解、准确理解和创造性表现。 
      切合大会的主题，全国各地的代表提交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武汉音乐学院韩燕
玲的《近现代音乐节奏的基本形态及其训练方法》，针对目前视唱练耳教学中近现代



音乐节奏训练相对薄弱的状况，结合大量现代音乐作品实例，对近现代音乐节奏的基
本形态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近现代音乐节奏训练方法的若干建议。上海音
乐学院张晖也结合实际音乐作品，讨论了《复杂节奏节拍教学中的若干问题》，西安
音乐学院冯敏娜的《传统听写与实际音乐作品听写之比较—从音乐和乐感能力的培养
谈起》，从音感和乐感能力的培养谈起，将传统听写与实际音乐作品听写在教学中的
应用做了比较。认为，实际音乐作品听写的运用，更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音乐感，提高
自己的审美意识，更好地为自己的专业服务。武汉音乐学院李丽娜从“特点”、“原
则”、“意义”、“方式”、“方法”等五个方面《浅谈结合实际音乐作品训练的视
唱练耳教学法》。西安音乐学院张晓燕的《音乐作品与视唱练耳教学》，从“如何将
音乐作品引入视唱练耳教学中”、“根据不同的专业系别进行选材，做到因材施
教”、“音乐作品的引入是促进视唱练耳教学发展的最有效途径”等三个方面讨论了
相关问题。 
      在视唱练耳本体研究方面，上海音乐学院刘畅的《视唱练耳教学中技术性训练和
音乐性训练有机融合之我见》认为：在视唱练耳教学中，我们应该把技术性（理性）
训练与音乐性（感性）训练视为一对、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要使学生在接受技术性训
练的同时，感受音乐（音响）本身带给他们的那些技术性之外的诸多因素，从而体现
出学好视唱练耳对于从事音乐教育、创作、表演和研究者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以及无可替代的作用。星海音乐学院黎冰冰的《如何通过基本练习提高乐感》认为：
在视唱练耳的教学中，通过在基本练习的各项训练中融入作曲技法的部分旋律知识，
提高学生对乐曲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同时还进行相应的发声基本训练，达到能有乐感
地视唱的目的。相关论文还有武汉音乐学院李金华的《音程向位模块在视唱教学中的
运用》，王方明的《“相对固定”与“绝对固定”——论“音程”》，以及张继农的
《论三声部开放排列和弦连接在和声听觉中作用》等。视唱练耳教学中的节奏训练问
题也引起不少代表注意。除了前述结合实际作品进行训练的论题外，武汉音乐学院陈
明的《节奏的定性记谱和定量记谱》，南京艺术学院滕缔弦的《视唱教学中体态律动
的应用》武汉音乐学院李露、李金华《符号训练法在节奏教学中的运用》，广西艺术
学院林作红《实用、开拓、创新——节奏训练在高师视唱练耳教学中的拓展》等论
文，也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随着专业音乐教育领域对视唱练耳师资数量与素质要求的进一步加大与加强，作曲技
术理论专业视唱练耳方向本科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引起各音乐学院的重视。本次全国
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不少代表的论文也涉及到这一领域。上海音乐学院蒋维民教授的

《&lt;视唱教程伴奏编配&gt;与&lt;练耳教材写作&gt;课程概要》介绍了上海音乐学
院视唱练耳专业本科生在高年级开设的这两门必修课程的基本情况。武汉音乐学院梁
红的《本科视唱练耳主科教学策划》以教学内容为主线，构架了主科教学计划方案之
一种。沈阳音乐学院颜锐的《关于视唱练耳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对视唱练耳
专业生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提出了在强化专业课的同时扩充选修课而且要增加提高
学生的逻辑思辨、专业理论表述能力的音乐论文写作基础课程，以期能够培养既具有
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同时又符合音乐院校视唱练耳教师所具备的教师资格标准的视
唱练耳专门人才。 
      与研讨会丰富深入的理论研究交相辉映，10月17日晚，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

练耳教研室在编钟音乐厅为   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奉献了 “与音乐最
亲密的接触——根据经典音乐名作改编的视唱练耳作品音乐会”。音乐会前，武汉音

乐学院院长彭志敏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教务处主任赵易山教授分别致辞，对2007武汉
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的胜利召开与本场音乐会的隆重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场音乐会的举行得到了武汉音乐学院各系、院的师生共同努力与大力支持。参

与本场音乐会演出的各专业方向本科与附中学生达500多人次，长达两个多月的排练
过程，既为音乐会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武汉音乐学院探索视唱练耳教
学内容更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音乐会演出的曲目，全部从前述《多声部视唱——根

据经典名作改编》中选出。女声三声部视唱《C大调前奏曲》、无伴奏四声部视唱《圣
母颂》、四声部视唱《安魂曲》等众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的精彩多声合唱，博
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压轴曲目是由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钱仁平教授改编自法
国作曲家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一百多人的多声部合唱，将音乐会推向高潮，音

乐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2007武汉全国视唱练耳教学研讨会也划上了圆满的
句号。 

韩燕玲  梁红，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视唱练耳教研室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