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视唱练耳教学体系的
改革与现状

。，、12年到2013年，笔者受上海市高教委及上海音乐学

‘一u院委派，赴法国92省吕埃尔·马儿迈松音乐学院进行

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学术交流。这所音乐学院位于大巴黎

区92省的吕埃尔·马儿迈松市，是一所公立音乐学院，它在法

国以拥有完整的视唱练耳教学体系而闻名。通过一年的交流，

笔者对法国的音乐教育，特别是视唱练耳课程的教学体系进

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现主要从法国视唱练耳教学体

系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对比的角度，来谈一下当今视唱练耳

教学以及音乐专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趋势。

一、法国音乐教育体系简介

法国的音乐教育分成三种不同系统：国立音乐学院、公

立音乐学院和私立音乐学院。

国立音乐学院只有国立巴黎音乐舞蹈学院和里昂国立

音乐学院两所，这两所学校录取有着严格的年龄规定，制度

跟国际接轨，本科三年、硕士两年、博士三年，颁发国际通行

的学士、硕士、博士文凭，不需额外认证。为保证全国音乐教

育教学质量，法国国内所有音乐学院的任教老师都必须有国

立音乐学院的教育背景。

此外，有上百所省立、市立或区立的公立音乐学院遍布法

国。这些学校收费低廉，实行分级教学，视入学考试的定级和

每年考试的情况，需要修读三至七年，通过比率比较高，毕业

颁发音乐学习文凭(D{p16me d．芭tude muslcale，简称DEH)。

中国学生如果在中国国内拥有本科文凭，拿到DEH文凭回国

可以认证成硕士，如果没有本科文凭，只能认证成本科。

还有就是自成体系的、收费昂贵私立音乐学院。如巴黎

高等师范学院，规定三级以下是预科，四级开始享受法国政

府规定的大学生待遇，六级毕业认证成硕士。五级和六级还

各分成教育和演奏两个级别，不能跳级，一年只有一次集中

考试的机会，如果入学被认定为五级水平，拿到六级演奏需

要四年时间。五级通过率在30菇左右，六级只有1 5名，竞争非

常残酷。这些私立音乐学院不设修学年限，可以一直缴费修

读。

公立音乐学院和私立音乐学院都会招收一小部分毕业

学生继续修读音乐会演奏家(演唱家)文凭，公立学院比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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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通过，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则有严苛的1 O{|；通过率，而且只有

有限的两次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有文凭都要求通过不同程度的视

唱练耳考试，可见视唱练耳课程在法国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

位。

二、法国视唱练耳教学的改革

法国是最早建立视唱练耳教学体系的国家。成立于

1 748年的巴黎音乐学院，是世界上最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

1786年，一本专门的视唱教材《意大利视唱教材》

(S01feges d’1talle)在巴黎出版，后来又陆续出版

了《多声部视唱教材》(S01fege du Conservatlon)等教材。

1882年，“练耳”概念被提出，视唱练耳成为一门系统的音乐

基础学科。亨利·雷蒙恩出版社1910年出版的一套33本

《视唱教程》至今仍在我国许多专业音乐院校使用。

法国早期的视唱练耳教学与评价体系，与我国现在的体

系非常相似，也是将音乐分割成各个要素进行教学，如单声

部旋律、二声部旋律等等。谱例1是法国1 926年音乐家文凭

单声部的考题，此例说明早期的视唱练耳教学体系以钢琴作

为教具，将音调、节奏编写在一道题目中，以知识点的集中拼

凑为目的，而将音乐性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谱例1

1978年，法国文化部重新制定了音乐教学大纲，将原来

的视唱练耳课(S01fgeg)，改称为音乐训练课(Formatlon Mu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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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ca]e)，笔者姑且直译为音乐训练课，下文中仍旧称视唱练

耳课)，极大地丰富了课程的内涵。

这门课以音乐基础技能训I练为主，在原有视唱练耳课的

基础上，增加了乐理、和声、配器、演唱等诸多内容，从课程的

学时、考核方法甚至班级人数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而

根据这套体系编写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音乐，使

法国的视唱练耳课程脱胎换骨，成为一门真正与音乐实践结

合的、内容丰富生动的音乐教育课程。

这份教学大纲的导言首先讲述了修订大纲的原因：视唱

练耳课在最初的时候是乐器学习的基础课，但在近些年已经

演化成完全独立的课程。它将动机、节奏、力度等等分裂开，

这些教学元素缺乏整体的音乐性，非常片面：于是，在这门课

程高级程度的教学过程中，通常忘记了教学的最关键目的是

为了音乐服务；这种割裂片面机械的教学方式对于提高乐感

并无太大作用，我们需要停止这种做法，进行高层次的音乐

学习，必须树立新的教学思想。1

这段引言，重新明确了视唱练耳课程必须为音乐本身服

务的教学思想，课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音乐

能力，音乐的感知力和审美能力。因此即使在课程的高级阶

段，也不能脱离音乐本身而变成机械的、分裂的技能训练。

为了保证教学改革的有效推行，法国文化部在这份文件

中做了三个规定：

评价体系方面，将实际音乐的元素全面贯彻到考试中

去：

课程内容制定方面，文化部邀请音乐专家和教师来共同

制定各阶段的学习内容，明确教学思想可以灵活，不硬性规

定使用哪种教学体系：

具体推广实施的方法是，在每个地区派遣教学经验丰富

的老师进行示范教学。

同时，为保证视唱练耳课程能够切实对音乐学习起到配

套帮助的作用，文件还对考核体系做了如下规定：

1．视唱练耳课是必修课。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不能进入

下一个级别的学习；这一程序可能会用于跳级的学生：

2．对于演奏与视唱练耳配套的问题文件规定：不可以为

了进大学的乐器学习而追赶视唱练耳的进度；学习乐器的等

级与学习视唱练耳的等级不挂钩；可以独立取得视唱练耳专

业的证书，修学年限由学生自行决定：必须结束第三级别基

础乐理的学习才能进入音乐专业的学习。针对声乐专业等起

步较晚的学生，需要先达到相应的视唱练耳课程度以后才能

进入专业学习。

上述规定明确了一个主旨，即乐器演奏的程度不能高于

视唱练耳课的学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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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国视唱练耳课教学现状

1978年的新大纲对各级别视唱练耳课程的设置提供了

详细的指导建议(见表格)。

级别 年龄 学时 学习时长 测试

起步 5岁 2+45分钟 一盘三 免试

基础l 6岁 2·邪仆忡+l消毒 l一4年 免试

基础2 2s∞分钟+J演奏 免试

基础3 2445仆钟+I演奏 结业考试

预备级 9一lO岁 2+60分钟 3—5年 免试入学

初级 2490分钟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现今法国新的视唱练耳课堂教学

在教学形式、教材选用、教学体系的灵活运用和考试内容等方

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乎完全贴近音乐实际，整个教学体

系建立在一个个经典作品上，为培养下一代良好的音乐实践

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教材方面，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覆盖全教程的教材，

如杰拉尔德·彼劳德出版社(Gerard B1]1audot Edlteur)出版

的由让一克莱蒙·犹莱(Jean—C1ement JOLLET)主编的《您的

音乐训I练》(Huslcale Votre)一系列教材，包括带伴奏视唱、节

奏专项、综合听力训练等专项分册。教材中所有的练习均根

据不同的训I练需要改编自实际音乐作品，作品选自从蒙特威

尔第一直到肖斯塔科维奇、梅西安、格什温等跨时代、跨风格

的作曲家。同时选入大量法国作曲家的作品和法国民间音乐

作品。这些选曲覆盖了从入门到最高级的所有级别。

有关考核内容，各个级别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1．读谱：要求按节奏准确读出唱名

2．听辨：使用实际音乐片段作为听辨及记忆的素材，以模

唱和模奏为主要形式

3．视唱：

★视唱实际音乐片段的乐谱

*声乐曲的演唱

★音程和弦的构唱

4．听写：实际作品的听写，包括和声、曲式、风格等文字分析。

考核内容还是大致围绕着传统视唱练耳教学能力的各个

方面进行的。但各个分项覆盖面更加全面细致，以体现考生

的实际音乐运用水平为目标。

下例来自三级修毕程度1的课堂日常改错练习，要求学

生圈出图中的错误点并进行改正(见谱例2)。

这份乐谱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节奏、乐器音域、临时记

号、错音等考点。笔者认为在听辨过程中，纠错比填空更加难。

同时，这份多声部乐谱的改错，要求学生能够在读谱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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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纵向处理多个信息。这说明法国的音乐教育体系，训练

目的紧密结合了音乐实践，培养强大的读谱能力，在音乐实

践中非常实用。

谱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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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题练习还包括关于音乐常识的几个问题，例如

这首乐曲由什么乐器演奏?风格属于什么时代?你认为作曲

家是哪位?就音乐内容写一段评语等等，全面考查学生的音

乐知识面。

由此可见，从1978年法国视唱练耳教学体系改革以来，

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法国的音乐基础教育基本实现了新教

学体系设定的，视唱练耳教学必须为提高音乐整体素质服务

的目标。其体现出如下特点。

1．全面覆盖各个年龄段并有具体可操作的指导；

2．配套教材丰富多样，内容立足经典，突出法国特色；

3．训练目标贴近音乐实际，与演奏课程结合紧密：

4．音乐知识覆盖面广，拓展性强。

可见，新的教学体系以全面提高音乐学生的音乐鉴赏水

平为始，最终提高全民的音乐素质。

同时，法国视唱练耳教学体系强调：在起步阶段，识谱应

先于乐器学习，视唱练耳甚至更应领先于一切。这就体现出

他们的整体音乐认知的教育观念，把视唱练耳作为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的最重要的课程。

经笔者一年的观察，法国视唱练耳教学新体系也有不足

之处：针对一部作品进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训练，容易将各

种训练元素分割过于琐碎，同样一个内容缺乏连贯性；许多

理论内容浅尝辄止，缺乏专项实战的训练，导致三级修毕之

后许多学生的音乐理论基础依旧薄弱；歌曲演唱的练习形式

虽然有助于培养乐感，但对于音高感觉即内心听觉的培养不

够，视唱新谱的能力有限。

四、法国视唱练耳教学新体系的启发

2016年9月13日上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

果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

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六大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

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这是核心素养课题组

历时三年集中攻关，并经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

委员会审议，最终形成研究成果。在核心素养的各个方面，我

们都可以看出艺术教育的影响，我们下一代孩子，要培养成

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艺术教育不可或缺。在音乐艺术教育

领域，音乐素养教育甚至比演奏乐器本身更能促进孩子审美

能力、综合能力的发展，视唱练耳教学任重而道远。

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面临着几方面的差异，即地区差

异、人群差异和年龄差异。地区差异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

比西部欠发达地区，有更好的师资条件：人群差异指不同阶

层的人群在艺术学习的目的上存在差异：年龄差异指以十六

岁作为年龄划分，十六岁以下的人群学习艺术效率更高。

以法国视唱练耳教学体系为借鉴，笔者在此对我国视唱

练耳学科的发展提出一些设想：面对地区差异，可以利用先

进的网络技术搭建的平台教学，网络学习不受时间空间影

响，费用节省，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更加方便；面

对人群差异，我们需要在更多业余音乐场所，如少年宫、业余

艺术学校等推广音乐基本素养学习理念，全面提高学习视唱

练耳课程的意识；面对年龄差异，亟待制定一套客观有效、符

合国情、可操作性强的视唱练耳课程评价体系，从娃娃抓起，

以素质教育为目标，全面提高国民的音乐素养，最终提高广

大人民的精神生活品质。

①DEM演奏文凭需要通过三级视唱练耳考试。

(本文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2015科研项目成果)

张晖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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