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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调性视唱教程》共有四册，均以调性为结构主线，从无调号调式调性起始，按上下五度关系的调性
逻辑交替安排，在相同调号同一调性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调式、风格、织体和结构，系统地设置了
六项内容，排采取立体化的并行发展方式。
其中，第一项是大调式视唱，以自然大调为主，同时兼顾和声大调、旋律大调；第二项是调式视唱，
是相同调号大调式的平行小调，除设有自然小调外，主要侧重和声小调、旋律小调；第三项是变化音
视唱，在保持同一调式性的基础上，分别引入不同形式的变化音；第四项是民族调式视唱，基于同宫
系统，以五声调式为主，并涉及了雅乐、清乐和燕乐七声调式；第五项是多声部视唱， 既有和声性的
主调音乐织体，也有对比性和模仿性的复调音乐织体；第六项是看谱唱词，其中选编了部分篇幅大小
不同的中外民歌和歌曲。
    《调性视唱教程》是按固定唱名法编写的，其内容也适合首调唱名法的教学。
这些具有训练价值的视唱曲目大部分是武汉音乐学院从事视唱练耳教学的教师多年教学的积累，既有
中外作曲家创作的优秀作品，也有风格各异的民族民间音乐，通过采用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的安排，使其更适合视唱的教学和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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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调性训练　　调性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调式感”和“调高感”。
　　所谓“调式感”是指视唱过程中，依内心听觉感知调式主音、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任何调式都有自己的音阶，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调式的结构规律，结构不同调式也不一样。
如有自然、和声、旋律大调，也有自然、和声、旋律小调；还有结构形式不同的民族五声、七声调式
。
因此，视唱教学要注重训练掌握不同调式的结构特征、色彩差异。
以及谓式主音与稳定或不稳定音级的关系，从而获得内心听觉的调式感。
　　所谓“调高感”是指视唱过程中，通过内心听觉感知调式主音的音高位置。
它与“调式感”既统一，又各有侧重。
“调”的主要含义就是调式主音的音高。
如“C大调”就是以“C”为主音，“大调”则说明该调式为大调式结构。
　　由于十二个半音中任何一个音为主音可构成不同的调式(如C大调、a小调及其他“升种调”和“
降种调”)，同时也形成音高和音色上的变化。
所以视唱训练要注重熟悉掌握调式主音改变所形成的音高变化特点，以获得内心听觉的调高感。
　　3．看谱唱词训练　　“看谱唱词”是看歌谱就能同时演唱歌词的一种技能，其教学目的是培养
“一目双行、词曲同唱”的读谱能力。
看谱唱词教学，若想达到将不熟悉曲调能准确地将歌词演唱出来的程度，这不仅要求熟练地掌握简谱
或五线谱，同时还要有步骤地进行训练。
其具体方法是：　　(1)看节奏读歌词。
即看着歌谱的节奏同时朗读歌词，遇到一词多音时，可将多音的时值相加作为单音时值与歌词相对。
　　(2)先唱曲调再唱歌词。
也就是将乐谱唱熟，做到流畅完整，再将歌词通读数遍以了解其内容和句法，然后一句歌词配上一句
曲调，这样亦步亦趋地唱会全曲。
　　(3)先唱衬词再唱歌词。
指用一个衬词(如“啦”)来替代唱名，这样所唱的曲调不再是一个个不同的唱名，而是同一衬词依附
于不同的音高，为唱歌词作准备。
当哼唱旋律己了解曲调进行的特点后，再将衬词换成歌词进行演唱。
　　(4)同时看谱唱歌词。
即一次性地将词曲连贯完整、富有表情地同时演唱出来。
要做到这一步，在看谱唱词时，一是注意视谱要有一定的提前量，唱此小节时着眼于下小节；二是注
意做到“一心二用”，口中唱着歌词，同时内心把握着曲调的音调。
　　视唱练耳教学中训练看谱唱词采用首调唱名法或固定唱名法均可，但首调唱名容易掌握，因为首
调唱名直观上不仅表示了音高，且基于调式也建立了音级的倾向感。
　　4.多声部训练　　以独唱或齐唱的形式来演唱一个单旋律称为单声部音乐。
若在单旋律上附加不同的旋律则形成多声部音乐。
多声部音乐有主调音乐和复调音乐之分，主调音乐的特征在于它只有一个声部是主旋律，其他声部仅
起衬托作用．而复调音乐的特征在于几个相对独立的旋律相结合，两种不同的多声部织体各有不同的
音乐表现作用。
　　多声部视唱训练，其二声部是基础，主要有以下四种织体形式：　　(1)和声式二声部，其特点是
在主旋律的下方，多以相同的节奏、协和的音程增加一个平行的副旋律，以衬托主旋律，具有主调音
乐的性质。
　　(2)对比式二声部，其特点是在同一调式调性基础上，两个不同节奏、音高的旋律同时结合在一起
，是复调音乐的典型织体。
　　(3)模仿式二声部，其特点是两个相同或相似的旋律，在不同声部以时差的进入方式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复调音乐的典型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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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支声式二声部，其特点是两个旋律以“时分(音程)时合(单音)”的形式相互结合，其中一个声
部多由另一个旋律变奏分支而形成，是民族民间多声部音乐的主要织体形式。
　　多声部视唱训练的目的，主要是发展学生的多声部听觉，培养立体思维感，同时逐步提高学生自
身配合或与他人合作、协调的能力。
　　作为二声部视唱训练，可采用如下方法：　　(1)明确二声部织体类型，然后将上下两个声部的旋
律分别加以唱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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