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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化艺术

浅新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
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摘要l本文通过对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人才培

养模式的研究与分析。总结出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方法与经验，并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从

小提g-$-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优化调整的观点与建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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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创建于1795年．是法国最早的高等音乐

学府，也是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学院之一。几百年来，它培养了布

列兹、梅西安、福雷等一大批驰名世界的艺术家，成为法国最重

要的艺术人才培养地。学院小提琴专业更是培养出众多著名的

小提琴家和教育家，如克莱采尔、罗德、马扎斯、伊萨依、萨拉萨

蒂、维厄当、内弗、费拉斯等。并形成了著名的法国小提琴学派。

法国学派的演奏风格细腻、声音优美．对小提琴演奏史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8年在法国学习期间，我对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小提琴专

业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及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与

分析，总结出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方法与经验，希望在今后的

教学中能进行实践与深化。

课程设I与教学模式

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对于大学阶段小提琴专业学生的课程设

置分为必修课、主修课、副修课三部分。其中必修课包括专业课、

室内乐课、乐队合奏课、视奏课、音乐分析课、视唱练耳课；主修

课从钢琴、合唱、和声、巴洛克小提琴四门课里选修-r]；副修课

从民族音乐、电子音乐、戏剧表演课等课程中选修两门。

从时间安排上．专业课一周两次，每次一个小时．分别由教

授和助教单独授课；室内乐和视奏课分别各占一个小时．由专门

的老师教授；音乐分析课一周四小时．视唱练耳课一周五小时．

主修课一周两小时。副修课一周两小时；乐队合奏课要求每个小

提琴专业的学生每年至少参加四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排练时

问为一至两周，因此每个学生每学年有近两个月的时间需要在

乐队进行排练。

从巴黎围立音乐学院的小提琴专业课程设置比例来看．音

乐分析课所占课时量最大．内容分两个阶段。第～个阶段：主要

选取中世纪到古典乐派的作品进行音乐分析；第二阶段：主要选

择浪漫主义时期和20世纪后的现代音乐作品进行分析。要求学

生必须通过第一阶段的考试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学习。最后的

结业考试内容也很难．要求很高．因此学生至少需要学习两年。

音乐分析课的授课形式为教师选择音乐作品给学生听，然

后让学生写出作曲家、年代、基本的曲式与调性。在此基础上，再

引导学生聆听细节．深入地分析作品的配器特点、转调之间的关

联、复调手法等．并说明理由。最后，老师会对与作品相关的创作

手法、曲式结构、风格特征等给予全面详细的音乐理论分析。因

此，音乐分析课实际是让学生将感性的聆听与理性的分析相结

合，并通过老师全面细致的分gri#解．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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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风格等知识内容融入课堂之中。

与之相比较，我国大部分音乐学院没有针对小提琴演奏专

业的学生开设音乐分析课．但设置有作曲理论方面的课程．如在

大学二年级开设和声课，三年级开设曲式课．学期均为一学年，

复调课在四年级开设半年；也开设有中、西方音乐史课程。但从

学习与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经常会出现学生不能主动地运用

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研究自己演奏的作品，而依赖于专业老师

的讲解和分析，不具备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音乐风格的把握

成为教学与演奏的难题。演奏成了与作品内容、音乐内涵无关的

技术训练。通常学生演奏曲目的深度与他们所具备的音乐分析

与理解能力不相符，并且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也因缺乏理论分

析的常识和学术语言的能力而感到非常困难。

演奏作为音乐创作和音乐欣赏的中间环节，其本质和意义

是赋予作品以生命力的创造行为。它不仅忠实地再现原作，而且

还有可能通过富于创造性的表演对原作予以补充和丰富。甚至

超出作曲家的设想，使音乐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因此．演奏者

对作品内容与风格的分析能力将成为正确把握演奏风格的前

提。为此．我认为应该针对器乐演奏专业的学生开设学制至少两

年的音乐分析必修课．并借鉴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教学模式．分

时期、分阶段学习。让学生欣赏乐曲的同时．感受作曲家的创作

思路与意图，并按时期从易到难将和声、曲式、复调、配器学的知

识渗透其中，循序渐进地启发学生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从而使学

生自觉地将感性认识与理性分析相结合。这样的教学方式既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使他们在

演奏作品时。自觉主动地了解与作品风格有关的知识背景，分析

研究作品的结构、和声与配器．从而提高演奏水平和理论修养。

也为写作学术论文奠定基础。而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学可作为

选修课，依据学生的爱好进行再深入学习。

在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室内乐也极为受重视。室内乐原指西

欧宫廷贵族中演奏、演唱的世俗音乐．用以区别教堂音乐及歌剧

音乐。近代的室内乐，是指每个声部都由一件乐器演奏的小型合

奏音乐。在室内乐中．由两件乐器合奏的叫二重奏。由三件乐器

合奏的叫三重奏．由四件乐器合奏的叫四重奏。依此类推，有五

重奏、六重奏、七重奏、八重奏等等。这些重奏中，乐器和乐器之

间的关系是不分主次。互相平等的D。作为小提琴专业学生的必

修课．巴黎国立音乐学院对室内乐的考试要求与专业主科一样

严格，通常以音乐会的形式。由学校组织专门的专家评委．对学

生的演奏水平、作品风格的把握、声部问的配合等进行全面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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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定．考试成绩直接影响学生的毕业。其原因是音乐作品的艺

术表现都要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而多声部音乐中的音准、节

奏、力度、色彩、层次、配合等问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演奏技巧不

是个人在琴房里练习独奏曲就能解决的。通过室内乐的学习，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演奏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全面认知

能力；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合作能力；有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

能力。因此．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发挥其素质教育功能。都应当

作为专业必修课进行学习和训练。

其实在欧美很多音乐院校中室内乐都被列为必修科目，很

多世界一流小提琴家也非常热衷室内乐的演出，国际比赛也将

其纳入比赛项目。我国的一些专业音乐学院也已开设并重视室

内乐课．但仍有很多专业院校没有将其正式地纳入课堂．形成完

整的教学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这方面的师资。开展室内

乐教学的前提与关键是教师。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引进来，

走出去”方式进行师资队伍的建设。根据室内乐的特征，授课教

师应该具备广博的学识、高水平的专业造诣，通晓各种器乐。涵

盖指挥才能．并且还能注重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通观学科的全

局，高屋建瓴。最后还需要在教学中贯彻素质教育理念，实现室

内乐的专业技能训练和素质教育功能的统一。

巴黎国立音乐学院还有专门的教师教授视奏课。视奏课的

开设实际上是对学生综合能力(即识谱能力、分析能力、技术能

力、把握音乐风格的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视奏能力的提高也有

助于学生适应以后从事职业演奏(独奏、重奏、交响乐队演奏)的

需要。其课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单纯视奏阶段，内容是视奏不

同时期的作品，上课带钢琴伴奏．视奏的作品体裁以奏鸣曲、重

奏作品为主．篇幅从一个乐章到整首作品．循序渐进．准备时间

是一到两分钟。音符并不是最重要的，而要求必须马上能够掌握

作品的风格。所有标明的力度记号、表情符号都要奏出。考试分

古典、浪漫、现代三个时期的作品。视奏第一阶段考试通过后才

能进入第二阶段．即学习交响乐队的演奏法．并教授学生学习如

何做交响乐团的首席和声部长。这个阶段以交响乐的困难片段

为学习内容，考试是八个人左右轮流做声部长．并且每个人都要

现场排练，指出乐队片段需注意的技术与音乐表现的问题，并说

明解决的方法。完成这两个阶段学习的学生才能参加交响乐团

的排练。据我了解．国内还没有音乐学院开设视奏课。

我院的交响乐团已成立六十年了，在此期间为在校学生创

造了很好的实践与学习的平台．也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乐队演

奏人才．然而乐团所需的人数毕竟有限．大部分学生仍然没有机

会进入乐团进行学习排练。另外，人选乐团的很多学生由于没有

接触和演奏过乐队片段．初次进入乐队后．感到不知所措．难以

适应．大大降低了乐队排练的效率和学生演奏的积极性。因此．

我认为巴黎囤立音乐学院视奏课程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教学理念

与教学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实践的。

在巴黎囤立音乐学院。钢琴或合唱课是作为小提琴专业学

生必须选择的主修课程。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多声部思维

与听觉能力。培养学生知道用眼睛注视声部的进行．知道在与他

人合作时．倾听其他声部的声音．从而调节自己的声部与其他声

部的平衡关系；为学生进行重奏合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

我们是否可以把钢琴或合唱课作为选修课纳入小提琴专业学生

的课堂?因为对于中国的音乐院校学生来说．单声部音乐为特色

的中国音乐熏陶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耳朵。这种审美趣味的历史

积淀使得我们的大脑里多声部的成分甚少，和声思维、复调思维

几乎完全是靠后天的训练培养起来的，如果要学习西方的音乐

文化就得在这个弱项上下更多的功夫。

学生音乐会与人才培养模式

关于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音乐会。学院规定学生每学

期要以教授班级为单位进行汇报形式的音乐会。另外，每周一晚

学生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学生音乐会。小提琴专业的学生还要参

加每学年的重奏音乐会和一年至少四次的交响音乐会。平均估

算下来，巴黎音乐学院每个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校四年期间可

以参与30多场音乐会的演出。

音乐表演作为联系创作与欣赏的中介环节，要求演奏者必

须以通过自己的演奏把音乐作品忠实地、富于创造性地传达给

听众为最终目的，与听众的联系是演奏者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

保证。作为演奏者的小提琴专业学生来说，只有在舞台上学生才

能够快速成长，演奏才能够逐渐成熟。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所采用

的是以课堂为基础、演奏为中心、舞台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从其

培养出大批优秀的音乐演奏人才就能证明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

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们应该借鉴一下巴黎音乐学院的教学模式，针对学

生的能力，搭建各种形式的舞台。例如可以是以教师班级形式的

音乐会，也可以是以自由报名的周末音乐会的形式，组织独奏、

重奏与合奏。每个人都应有参与的机会!在音乐会曲目的选择上

教师可以先选取等同于或略低于学生学习所达到的程度，以建

立学生演奏的自信心，消除因技术上的困难而造成的精神压力。

逐渐培养学生在舞台上良好、稳定的演奏状态。

演奏教学应把舞台作为检验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的演奏心

理、激发学生的表现力、展现个人才华的实践基地，从而克服艺

术教学中课堂与舞台的隔离性。把学生培养成在课堂上学有所

成、在演奏中成有所用、在舞台上用有所值的合格的艺术演奏人

才。我想这是符合音乐表演专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做法。

艺术教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

这些规律和特点的基础上．针对各专业学科的特点和需要，进行

相关课程的科学配置、教学模式的优化调整，对培养适合社会需

要的具有较高竞争力与实力的实用型人才是非常有益的，也是

符合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发展规律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去研究

和借鉴世界知名音乐院校的相关成功经验，从而指导我们的教

学能够更快、更好、更科学地协调发展!

注释：

(D牛津简明音乐词典【s】．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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