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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久以来，音乐作为人们表达情感、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一直备受世人青睐。众所周知，音

乐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需要通过乐谱来描述其特征。在乐音的特征中，尤以“时

值”和“高低”最为重要。文章就从中国传统音乐在音高方面的特征入手，来探讨一下如何将其运用到我

们的音乐教学体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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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音乐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以及审美价值。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

音乐文化，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其中蕴含着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并将其

发扬光大。音乐作为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艺术形式，是人们表达情感、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乐谱作为音

乐的客观存在形式，是用来记录乐音的，在记录乐音的特征中，音高最为重要。我国传统音乐中在音高方

面的特征，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教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传统音乐音高方面的特征 

（一）三种律制所产生的不同的音高标准在我国同时存在      

我国音乐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三种律制，即指五度相生律、纯律、十二平均律。根据相关专家的调查

研究发现，以上三种律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一直被使用。这三种音乐都有其独特之处，五度相生律最早见

于《吕氏春秋》；纯律虽然在古代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我国七弦琴中一直在使用，在其第 36.8.11等四

个徽位，当弦度依次在五分之一、五分之二、五分之三、五分之四处，比值的分母都为五，是纯律所独有

的；十二平均律则是出现在我国的明朝，在《律学新说》中有详细的阐述。由此可见，这三种律制，在我

国传统音乐发展历程中一直在使用，而且队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这三种律制在我国传统音

乐发展过程中被同时使用后就出现了异律并用的情况。这样也就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在音高方面的第一个

特征，即三种律制所产生的不同的音高标准在我国同时存在。 

（二）音腔的使用 

这是中国传统音乐在音高方面的又一重要特征。所谓声腔是指带腔的音，也就是说在发音过程中发声

者有意运用的、用来表现音乐意图的包含着某种音力度、音色变化成分的音的渐变过程的一种特定的样式。

“音腔”与欧洲传统音乐的单音一样，都是结构音乐活体中最小的有机整体。但是，欧洲民族传统音乐的

单音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时，是一种音高感的持续，是点到点的“直线式”的音过程，音与音之间构成“跃

进”关系，我们常称绝对音高感。而带腔的在音出现时，音高变化中则通常是一种“连续变量”，是“曲

线状”的渐变过程。中国传统音乐中无品的古琴、古筝及各类胡琴乐器的演奏，均体现了这种“带腔的音”

的特点。当然，也有不带腔的绝对音高。 

二、适应中国传统音乐音高特征的教学体系调整 

通过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音高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现有的教学方式方法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现

有的视唱练耳的教学体系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教学任务，所以需要我们适时的调整教学体系，以便更好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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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学任务，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视唱练耳教学过程中音源要多样化 

一直以来，大家对音乐教学的印象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模式，即一架钢琴、一本乐谱、一位教师，多年

来这种教学模式已经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甚至有的人认为这是音乐教学的最好模式。整个课堂教学过程，

学生的视唱练耳都是在钢琴的伴奏下，从头到尾来进行，这样也就造成了学生在练习听的过程中仅仅能够

接触到钢琴这样一个声源，当然这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一种好的方式，但是不能从始至终都这样做，这样做

对于学生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是不利的。我们知道钢琴是根据十二平均律的原理制造出来的，其优点在于

转调，但是在教学过程中长时期运用钢琴，难免会把学生圈在十二平均律的框架内，忽略了其他音律的存

在。特别是我国传统的五音调式的曲调，单纯用钢琴来较音准显然是不妥的。因此说，我们要尝试多样化

的音源，对于传统音乐的视听练耳，我们可以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民族乐器，如二胡、古筝等，相信这些本

土乐器更加适合传统音乐的需要，对于我们的视听练耳教学也是有所助益的。 

（二）用人声模唱器乐曲的旋律 

最自然、最万能的一件乐器，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它具有任何乐器的特色，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一

特殊的乐器，将其合理化运用。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注意到，我们的声音是最富于变化的，它可以模仿

出各种乐器的旋律线条，无论是西方音乐中的绝对音高，还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渐变式音高，用我们的声

音来模仿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说，在平时的视唱练耳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利用我们的声音优势，

尤其是在民族音高感的培养与训练上，我们更要积极利用人声富于变化的特点。 

（三）背诵一定数量的中国乐曲 

哲学上讲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多背诵一些中国传统音乐

乐曲。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能生巧。通过这种记忆的方式来培

养学生在中国传统音乐方面的乐感，进而实现对中国传统音高感的掌握。 

总之，音乐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需要进行研究和借鉴的内容，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改善我们的教学体系，不断充实我们的教学内容，提高我们音乐教学的实效

性。同时还要时刻铭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音乐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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