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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多声部听觉训练的意义 

内心的和声听觉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具备了多声音乐基本素质的标志，而这种多声思

维，涉及到基础和声极其细致的音乐感知，其中包括和弦的谐和感、融合感、平衡感，及

其紧张度、倾向性与风格特点等等，这些都是每一位演奏家、演唱家、指挥家、音乐学家

和音乐教育家所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即便是作曲家，在作曲时也不可能完全靠他所学的

和声规律来写作多声音乐，而主要是依靠他平时在和声课、音乐欣赏课、视唱练耳课，以

及其他有关的音乐经历的内心和声听觉来进行创造的。 

虽然，内心的和声听觉并不是靠某一门课程就能培养出来的，但作为音乐院校的音乐

基础课程的视唱练耳课，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多声音乐比比皆是的今天，培养与发展学生的多声听辨能力，在练耳课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其中，四部和声的听觉训练，不仅是多声听辨的高级阶段，也是最重要的训练方

法。其原因在于这种四声部的和声进行，是不同形式多声音乐的概括与缩影，它所包含的

女高音、女中音、男高音与男低音，既有高、中、低声部严格的横向进行，又有外声部与

内声部丰满的整体音响，可以说是实际音乐作品的多声基础。因而用四部和声来做多声听

觉训练，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部和声听觉训练不同于和声课的教学，它不是教学生如何配置和声，而是教学生用

耳朵去感知这些已经配置好的和声音响。 

二、多声部听觉训练的方法 

四部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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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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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织体的听辨，以及对多声部音乐表演的合作能力。由于四部和声听写的要求较高，所

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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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谱和乐理、和声知识等。以上所说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在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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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训练步骤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构唱训练 

音程、和弦的构唱是多声部听辨的前提，所以必须培养学生对各类常用音程、和弦的

音响色彩快速熟练并准确的听辨力，提高“音响感知力”。 

关于音程、和弦构唱训练的方法，可参考《音乐基础教程—— 我爱视唱练耳》

（张浩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的相关章节。 

进行了上述练习之后，然后进行和弦排列的构唱，以熟悉不同的和弦排列方法。 

每一个四部形态的和弦都有六种排列形式，即密集排列的根音、三音、五音

旋律位置，和开放排列的根音、三音、五音旋律位置。 

（二）听辨训练 

听辨是记谱的前提，其中包括能听辨和声音程的性质及声部的连接，能听辨复音程及

开放位置的三声部，能听辨单行谱表上的和弦连接（包括三和弦、七和弦及其转位）。 

（三）听写训练 

在多声部听写中，刚开始训练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可采用“分”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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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听写。 

记谱时可先听低音部，再听高音部，然后听内声部。通常，学生都会对两个

外声部比较敏感，容易听出高音部或低音部。 

或是先听高音部，再听低音部，然后写和声标记。也可以纵向听一个个的和

弦，再听和声功能，并写出标记。 

最后用学过的和声知识来检验和调整。 

训练时，必须防止不注意“倾听”四部和声的各个声部进行，而只是照搬和声知识或

仅仅以四声部的低音来“猜测”和声进行的不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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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弹唱训练 

自弹自唱，弹唱结合。将四部和声进行边弹边唱练习。 

纵向练习：弹完一个和弦，纵向唱完后再进行下一个和弦； 

横向练习：唱一个声部，弹奏其它三个声部。 

这种练习方法不仅能加强弹唱配合的协调性，还能加深对各个声部之间关系的了解。

基础好的学生还可以进行背唱练习。 

三、本教材的内容安排 

根据基础性和适用性的原则，全书的教学内容不涉及转调内容，仅编排了常用的三和

弦、七和弦、经过/辅助四六和弦和一些特殊的和声连接，同时，用钢琴织体和合唱织体

的形式进行不同织体的听觉训练。 

 

编 者    

201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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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础和弦 

第一节 I、IV、V 

说明：I、IV、V 级三和弦叫做正三和弦，分别建立在调内的三个正音级上，具有明确

调式的作用，并分别代表三种功能（即主功能、下属功能和属功能）。其中，属功能不能

进行到下属功能，否则出现功能倒置。正三和弦一般重复根音。 









C: I IV I IV V I

C: I IV I V I IV I

C: I IV I V I

C: I V I IV I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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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IV V I IV V I

G: I IV V I

G: I IV I IV V I

F: I IV I IV V I

D: I IV V I IV I

bB: I V I IV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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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V I IV V I

a: I I IV V I

e: I V I IV I IV I

e: I V I IV V V I

d: I V I IV V I

g: I IV I IV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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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II6 

说明：II6 和弦属于下属功能组，常常用以替代 IV 级和弦。曾有人称之为“用六度音

来代替五度音的下属和弦”。II6 和弦重复三音。 











C: I IV V I II 6 V I

C: I II 6 V I V I

F: I II 6 V I IV V I

G: I V I II 6 V I

D: I II 6 V I I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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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II 6 V I IV I

a: I II 6 V I IV V I

e: I II 6 V I II 6 V I

d: I II 6 V I IV I

b: I V I II 6 V I

c: I II 6 V I IV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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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V7 

说明：属七和弦由于七音的出现，因而显得比属三和弦更加不稳定，并具有解决到主

和弦的强烈倾向。它还有明确调性、巩固调性的作用。 

属七和弦分为完整和不完整两种形式，通常完整的属七和弦解决到不完整的主和弦，

而不完整的属七和弦则解决到完整的主和弦。不完整的属七和弦省略五音而重复根音。 









C: I IV I II 6 V7 I

G: I V7 I II 6 V7 I

F: I V7 I IV V 7 I

D: I V7 I II 6 V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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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I V 7 I V7 I

a: I IV V7 I II 6 V I

e: I V7 I II 6 V I

d: I II 6 V7 I II 6 V I

b: I V7 I IV I V7 I

g: I V7 I V7 I II 6 V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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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K6 
4  

说明：从形式上看，这一个和弦是主和弦的第二转位，但它却属于属功能，其作用是

推迟属和弦的出现。 

K6 
4和弦只能用于终止式中，用主功能或下属功能和弦作预备，接原位的属和弦。K6 

4和

弦重复五音。 











C: I V I IV K 4
6 V7 I

G: I IV I II 6 K 4
6 V7 I

F: I V7 I II 6 K 4
6 V7 I

bB: I V I II 6 K 4
6 V I

A: I V7 I II 6 K 4
6 V7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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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V I II 6 K 4
6 V I

e: I V7 I IV K 4
6 V I

d: I V I IV K 4
6 V7 I

b: I II 6 K 4
6 V7 I IV I

g: I II 6 K 4
6 V7 I I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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