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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和声听觉训练的意义与方法 

     内容提要：多声部听觉训练是听觉训练的高级阶段，文章主要从多声部听觉训练的意义、四部和声听

觉训练的方法以及四部和声听觉训练的步骤诸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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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声部听觉训练是视唱练耳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听觉训练的高级阶段。具有良好的多声部听觉

的能力，则是一名优秀的表演家、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因此，在视唱练耳教

学中系统地加强多声部听觉训练，对提高多声听觉和“多声思维感”，都有重要的意义。 

  多声部听写是多声部听觉训练的重要方法，首先培养学生的音乐立体感、层次感及不同织体的听辨

力，以及对多声部音乐表演的合作能力。由于多声部听写的要求较高，所以必须具备一定的前置条件，

如：具有一定的音乐理解力，音乐记忆力，音乐经验积累，调式调性知识，节拍节奏感，记谱知识，以及

相关的乐理、和声知识等。以上所说的能力，同时也还需要在多声部听写训练的实践中不断地加强，才能

有利于多声部听觉的提高。 

  虽然多声部音乐结构有二部、三部、四部以及多于四部的，但少于四部或多于四部的和声写作或听

辨，均是以四部和声为参照的。音响丰满的四声部和声进行，一般采用大谱表书写。这比起用单行谱表书

写的“手风琴式”和弦连接，其声部进行的变化可能性要大得多，也更接近于实际音乐作品。为了使视唱

练耳教学的内容与音乐各专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其中的和声听觉训练到了一定阶段，就要以四声部和弦

连接作为听力的重点训练内容。 

二 

  顾名思义，用四个声部来陈述的和声便称为四部和声。四部和声的声部平衡、音响丰满，是多声音乐

作品中常用的声部组合方式。四部和声的四个声部，是将声部由高到低地依次叫作高音部(也称旋律声部)、

中音部、次中音部和低音部。请见下例。 

  例1 

  前面说过，四部和声的记谱采用两行大谱表，在训练中，一定要告诉学生有关的记谱法知识，如：高

音部与中音部记在高音谱表内，次中音部与低音部记在低音谱表内。其中，高音部与次中音部的符干向

上，而中音部与低音部的符干向下。如两个声部的音高相同、节奏相同时，可用共同符头，符干分别向上

和向下。再如音高相同而节奏不同，或两个声部均为音高相同的全音符，则不能共用符头。这些是指开放

排列的四部和声，或严格的四部合唱式织体。但如果是密集排列或是钢琴、风琴织体，那么上三声部则可

同记在高音谱表内，低音部记在低音谱表内。上三声部的节奏相同时可用共同符干，一般符干向上。如下

谱例。 

  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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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执行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是训练构唱。因为在训练过程中的音程构唱，是多声部听辨的前提，所以必须在教学中先行。例

如指定某个音作为根音或冠音构唱音程以及指定某个音作为和弦的根音、三音、五音或七音构唱和弦等。

构唱必须是快速熟练而准确的，如以E音为根音构唱大六度、增四度、大三度，以B音为冠音构唱纯四度、

小三度、小七度。其目的是提高“音程感知能力”。再如在F音上构唱大四六和弦、减六和弦、大小二和

弦、减七和弦、小三四和弦等。能熟悉构唱各个调(一般指“四升”、“四降”内的大、小调)的各级三和

弦、七和弦及其转位，其目的是让学生熟悉各种不同结构的原位及转位和弦的音响和色彩。通过大量的练

习，培养学生对各类常用和弦的音响色彩快速、准确的听辨力，提高“和弦感知能力”。在进行了音程构

唱和和弦构唱之后，就可以进行和弦排列的构唱了。每一个四部形态的和弦都有六种排列形式，目的是让

学生能熟悉各种不同的排列方法，如旋律连接法及和声连接法的区别，和弦之间不同的进行、不同的解决

倾向等。如下谱例。 

  例3 

  其次是听辨训练。听辨是实现记谱的前提，因此必须使学生先能准确听辨，其中包括能听辨和声音程

的性质和声部的连接，能听辨复音程及开放位置的三声部，能有把握地听辨单行谱表上的和弦连接(包括三

和弦、七和弦及其转位等)，以上都是在调内进行，最后还要加进听辨非调内音程或和弦的连接以及带有不

规则进行的调内和弦连接。 

  第三，要在构唱练习时强调倾听整体音响效果，注意倾听和弦的色彩、功能及其序进。而在练习听辨

时，强调“内心听觉”，做到唱中有听，听中有唱，目的是让学生分别体验到不同声部之间的主与次、难

与易、高与低、强与弱、明与暗等不同的区别与感受，其目的是为了增强“音色感知能力”。 

  第四，在刚开始记谱时，注意不要太长，先听二到三小节即可。速度也不要太快，慢速度可以给学生

一个思考的过程。老师可以先弹奏并说明是什么大调或小调的主和弦，然后再弹奏后续的其它和弦。如下

例： 

  例4 

  听完后还应进一步要求学生说出所听的和弦性质，或者用Ⅰ、Ⅳ、Ⅴ级数标记标出。如果有转位还要



说出是第几转位。在多声部听写中，开始学生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可以采取“分”

或“离”的方法来训练。可以将四部和声进行分声部听写，也可以分和弦听写，或纵横相结合，如：记谱

时可让学生先听低音部，再听高音部，然后听内声部；因为一般学生都会对高低两外声部比较敏感，容易

听出高音部或低声部。或是先听高音部，再听低音部，然后再写和声标记，也可以纵向听一个个的和弦，

再听和声功能，并写出标记。用学过的和声知识来检验和调整。听写完之后一定要让学生们分声部演唱，

这时除了要掌握调性和音准之外，还应该提醒学生们注意倾听和声节奏、功能、和弦色彩以及“不稳定到

稳定”及“不协和到协和”的倾向感，此外还有力度的处理等效果，不断地培养学生的听、唱综合能力并

使他们把理论及感性知识相结合，使学生能更快更准确地听写四声部和弦连接并感受和认识它们。 

  第五，自弹自唱，弹唱结合，使学生能一心多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将四部和声进行边弹边唱，

如：do-do-mi-sol，fa-do-fa-la，sol-si-re-sol等，这是纵向练习的方法。还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声部，

手弹其它三个声部，如：唱高音部，其余三个声部用手弹，这是横向练习的方法，做到边弹、边唱、边

听、边想、边记、一心多用。这种练习方法不仅能加强学生弹与唱配合的协调性，还能通过弹唱的形式加

深对各各声部之间关系的了解。 

  掌握一些和声知识，对于听辨四部和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从理论上了解和声语言与和声的

思维逻辑及功能关系，是听辨四部和声的理论根据。但是，也要防止有些学生不是注意“倾听”四部和声

的各个声部进行，而是照搬和声知识或仅仅以四声部的低音来“猜测”和声进行，这是一种不良的情况，

尤其对作曲专业的学生，这是必须防止的。 

  在训练多声部听觉过程中，应当注意对不同专业、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生要有不同的要求，如：

对有绝对音高听觉的学生，则可要求四个声部都能听辨，并能听写后背出四声部和声的进行或在钢琴上重

复老师的弹奏。对于固定音高较差，但具有相对音高听觉的学生，学习进度可适当慢些，多做些键盘及模

唱练习，加强调性训练，除了训练他们听辨音程及和弦性质的能力之外，还要指导他们如何运用参考音听

辨固定音高和运用和声知识的能力。 

三 

  总之，在教学中必须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因材施教。听写训练必须与音乐理论知识及音乐感密切结

合，听写训练方法要多样化、灵活化，听写内容要丰富，难易结合，不同能力的学生不同对待，将教学方

法从“填鸭式”往“启发式”转轨，将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和学生的思考、讨论、评议相结合，最终

达到提高音乐素质，增强音乐记忆，培养过硬听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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