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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练耳是任何一个音乐爱好者必须要掌握的一门基础

课程，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都会涉及音高、音准、节奏的问题。

通过引导视唱练耳可以提高我们的音乐审美素质、提高乐感、

提升音乐素养以及可以有效解决学生对于音乐的音高、音准、

节奏问题。琵琶是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随着岁月的积淀，琵琶已经发展为一种较完善的民族乐器。

不过，在琵琶演奏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乐谱节奏不准确、

学生视唱视奏练习不足、演奏时推拉弦位置不准确、琵琶重

奏中多声部听觉能力欠缺而导致无法充分地合作以及情感表

达不够等等。本文将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结合笔者自身演奏

经验，将视唱练耳作为儿童琵琶学习的重心，在理论与实际

运用相结合的基础上论述琵琶在艺术演奏中出现的问题，以

及如何运用视唱练耳处理好这些问题。

视唱练耳是音乐中最基本的课程，相当于修炼内功。无

论你是什么专业，都必须掌握视唱练耳，可是人们往往会忽

视这一基本功。在学习视唱练耳的过程中要讲究“难易结合”，

“难”体现在视唱练耳要在和声、乐理的基础上进行，比如

准确的节奏、单音的听辨、旋律的走向、音程的关系、和弦

性质等方方面面的判断能力；“易”在于人们从开始接触音

乐起就有对音调、旋律的基本把握，所以我们并不陌生视唱

练耳。学好音乐离不开视唱练耳，学好器乐更离不开视唱练耳。

在五六岁的孩童刚接触音乐的时候，家长或老师就要告诉他

视唱练耳的重要性，为以后的路做好铺垫，需要家长的监督、

教师的耐心辅导。

琵琶艺术也是众所周知的音乐类型，是我国传统民族乐

器，琵琶既能演奏出《昭君出塞》的女性力量，又能表现《春

江花月夜》的柔美，还能演绎出《十面埋伏》的刚强宏伟以及《霸

王别姬》的心酸无奈，不愧是民乐之王。

一、视唱练耳与民族器乐的关系

在琵琶作品的演奏中，视唱练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

时也是打好音乐基本功的重要内容，在儿童刚接触琵琶的时

候，往往也会涉及视唱练耳，总之，视唱练耳是音乐学习者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

琵琶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族乐器，从东汉时期刚有

琵琶文字记录的时候，由于当时音乐记谱法还未普及，琵琶

还不是一个发展较为完善的乐器，此时的视唱练耳也还未进

入中国，随着时代的改革、历史的发展，琵琶愈见成熟，琵

琶的音乐表现力更强、音量更大、音色更好听了。视唱练耳

也随之渐渐传到了中国，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视唱练耳的重

要性，比如学习琵琶的节奏时、旋律时、情感的表达时都需

要运用到视唱练耳，可以说琵琶的学习已经离不开视唱练耳。

1、视唱练耳的运用内容

视唱练耳是通过视唱和听觉的训练提高音乐感知能力，

锻炼音乐的记忆力和听辨力，发展音乐的内在听觉。

“视”从字面上来看即“看谱”，也可理解为“识谱”，

但其实它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如音准、节奏、旋律、音

程、和弦、调性等。识谱是音乐学习者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

只有认识谱子才可以准确地唱出谱子，认识音乐符号是准确

识谱的前提。

“唱”是在“视”的基础上准确的唱出音符，“唱”对

于音准的要求很高，通过唱可以提升学生对于音准的掌握能

力。有一句话说，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我们在演奏乐器时是

借助乐谱进行演奏的，那么跟唱谱有什么关系呢？唱谱可以

很好地将音乐的内涵与感情表达出来，将乐曲刻画的背景表

达出来，由此可见唱谱的重要性。

“练耳”是要考辨“听”的能力，因为乐器的练习离不

开耳朵，有很多人认为他没有听觉的天赋，其实不然，听觉

能力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听觉主要是听音的高低强弱、

时值的长短、节奏节拍等，可以训练学习者更完善的内心听

觉和感受音乐的能力、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以及提升审美能

力。

视觉和听觉训练是音乐学习者最基本的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去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内容。随着音乐文化的不断发展，视

唱练耳也在挖掘新的学习层面，学习视唱练耳应该从易开始，

逐渐增加难度，它的综合性很强，这一点体现在视唱练耳教

学的各个环节中。总之，视唱练耳是音乐学习最重要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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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

2、视唱练耳的练习方法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视唱练耳练习方法多种多样。

20 世纪是音乐繁荣的鼎盛时期，许多国外音乐家纷纷涌现，

比如奥尔夫、达尔克罗兹、柯达伊等等，他们提出了几种不

同的练习方法，分别是奥尔夫法、体态律动法、柯达伊法，

为视唱练耳的练习提供了借鉴与帮助。

（1）奥尔夫法

奥尔夫法是由联邦德国著名教育家奥尔夫所发明的，适

用于所有人，它是一种结合综合性、即兴性、从本土文化入

手的新学习方式。即兴是奥尔夫音乐体系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有即兴创作、即兴表演等，把舞蹈、动作、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

非常适合于儿童。在学习视唱练耳的过程中，会用到奥尔夫法，

结合少儿爱动的特点，强调节奏的重要性，在自由的环境中

感受音乐、体验音乐并且全身心的融入音乐。

（2）体态律动法

体态律动法是瑞士著名音乐家达尔克罗兹所发明的，这

个理论是把音乐的学习与身体的律动结合起来，以达到培养

儿童音乐素养的目的。它最初的设计也是源于奥尔夫法，这

个方法适用于低年级儿童，刚入学孩子的特点是好动并且好

奇心强，那么就可以运用体态律动法，培养孩子学习音乐的

兴趣，可以充分调动课堂气氛。

（3）柯达伊法

柯达伊法是由匈牙利优秀音乐家柯达伊提出的，它是以

集体歌唱为主体的形式，以民族音乐为基础，儿童要掌握听

和唱的能力。柯达伊将音乐读写作为音乐学习的首要任务，

由浅深入的进行。

除了上述三种学习音乐方法外，还有日本铃木法也非常

适合低年级儿童的学习。国外许多音乐家为我们做出了重大

的贡献。在视唱练耳的课程中，以上方法都可以运用到其中，

尤其非常适合小学阶段的孩子，如果只是一味地讲枯燥的理

论知识，小孩子是无法注意力集中的，此时就需要运用到以

上练习方法提高孩子学习音乐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二、琵琶在视唱练耳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1、重奏缺乏听多声部的能力

“听”无疑是要有视唱练耳作为基础，音乐的学习离不

开“听”，无论歌唱还是演奏，都与听有关。

听觉对重奏演奏者的要求非常高，演奏者只有具备了敏

锐的听觉能力，才可以在琵琶重奏演奏的过程中，不仅能听

自己的声部，还能聆听另一个声部，从而实现两个或多个声

部的有效配合，因此听觉训练对琵琶重奏演奏尤为重要。可

见从刚接触琵琶起就要为视唱练耳打下扎实的基础。听觉的

训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时间练习。

一个合格的演奏者必须具有良好的听觉能力，尤其是具

有听多声部的能力，在重奏中感受和声的魅力。

2、视唱视奏训练不够

在琵琶演奏中，大多数教师都只是重视对乐谱的学习，

最容易忽视的就是视唱视奏的学习，殊不知视唱视奏对于音

乐学习者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视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演奏者

可以通过视唱来实现音乐表演的“歌唱性”，明白乐曲表达

的内容与含义。著名演奏家孔祥东曾讲过：“音乐有足够的

表现力，没有一种乐器可以超过我们的声带，歌唱练习法可

以让你学会用感情来演奏。”视奏可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比如在重奏的时候可以看着乐谱就迅速弹出旋律，省去了大

量练习的时间。一个演奏者拥有过硬的视奏能力，就可以迅

速把握音乐作品的整体结构并且提高学习效率。目前，视唱

视奏已成为学习琵琶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

3、演奏时推拉弦位置不准确

琵琶中的推拉弦是一项特殊演奏技能，推拉弦的位置需

要我们用耳朵去听，这就说明了练耳的重要性。马克思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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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音乐是

声音的艺术，也是听觉的艺术。可见我们的耳朵在音乐的学

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进行过听觉的训练，可能

琵琶演奏中推拉弦的拉弦位置就会成为一个绊脚石，因此，

在视唱练耳的学习中我们必须报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学

习态度。

视唱练耳最主要的任务是使学习者具有听辨音调、长短、

节拍、调式调性等的基础本领，增强他们的音乐记忆力。琵

琶演奏中视唱练耳是极其重要的，在儿童刚接触琵琶时就要

引导他们认识到学习视唱练耳的必要性，有一句话说，不要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就打下扎实的基础，以后学习音

乐之路就会容易得多。

4、节奏问题

节奏是音乐表现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视唱练耳必须学习

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旋律是由节奏支撑着的，没有节奏的旋

律就是一副空壳。不断加强节奏训练可以提高学习者表现音

乐的能力。

在琵琶演奏中也要特别注意节奏问题。节奏问题一般会

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节奏过于紧密，忽快忽慢，比如《野

蜂飞舞》，整首乐曲都是十六分音符进行，节奏过于密集且快，

演奏者容易出现越弹越快的现象，控制不住节奏；一种是节

奏过于疏散，比如琵琶独奏曲《天鹅》引子部分就容易出现

拖沓的现象，音乐流畅性容易不好。

另外，琵琶中的演奏技巧，比如弹挑、轮指、滚奏等也

会出现节奏问题。滚奏是在弹挑的基础上快速弹挑，它的作

用是丰富音乐的表现力，但是如果节奏不准确会给人一种音

乐不干净的感觉；轮指有很多种奏法，比如半轮、勾轮、扫轮等，

不同的轮指技巧对应的节奏是不同的，表现的情感也是不同

的。轮指节奏过快会给人“抢”节奏的感觉，过慢又会给人“拖”

节奏的感觉，因此，要把握好轮指的节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练习。

三、视唱练耳在民族器乐中的重要意义

视唱练耳作为音乐学习中最基础的课程，在儿童琵琶学

习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视唱与练耳相得益彰，视唱是练耳

的基础，以提高学习者听音的能力，相反，听音的练习可以

提高视唱的能力。

1、培养儿童感受音乐的能力

视唱练耳与琵琶学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培养儿

童感受音乐的能力。无论学什么，儿童的启蒙教育是不容忽

视的。其次，视唱练耳还与音准、节奏、气息等有关，儿童

只有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音乐素养，才会提高琵琶演奏水平。

儿童经过系统的视唱练耳训练，掌握了基本理论知识，

学起乐器来也会容易得多，随着琵琶的不断发展，琵琶的学

习者越来越多，可是学好琵琶并非简单的，从学习琵琶的启

蒙时期就应该引导学好视唱练耳的重要性，学好视唱练耳有

利于培养学生感受音乐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读谱能力，也可

以很好地培养学生在演奏中主动运用听觉，以此来提高琵琶

学习中的效率。

2、激发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

视唱练耳在启蒙音乐学习中逐渐走上正轨，为音乐的学

习锦上添花，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鉴赏音乐的水平，还可以

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可以主动学习，如果说仅仅一

味地练琴，练习基本功，想必是枯燥无味的，如果加入一些

理论知识的学习，无疑会为琵琶的学习锦上添花，可以很好

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并且提高智力，以提高学生的演奏水

平。

视唱练耳会一直伴随着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在大众开始

认为视唱练耳这门学科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益后，音乐文化

的发展得到了推动与进步，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双赢”结果。

四、结语

视唱练耳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学好视唱练耳可以为今后

音乐发展道路奠定扎实的基础，我们要重视启蒙基础学习音

乐时期，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将视唱练耳的学习方法

运用到琵琶演奏中，可以增强学习者学习琵琶的信心，对于

儿童来说，学习视唱练耳不仅可以为他们以后的音乐路打下

基础，更能开拓他们的思维，提高他们的智力。通过研究视

唱练耳在民族器乐中的运用，笔者希望让更多的音乐学习者

明白学习视唱练耳的重要性，相信付出一定会有回报，春天

的播种一定会在秋天收获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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