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曲》教学大纲 

 
课程性质：专业主干必修课        先修课程：和声、曲式学等 
总学时：144         学分：8 
理论学时：108        讨论学时：36 
开课学院：音乐学院 适用专业：作曲理论与作曲技术

理论专业、本院其它专业可选修 
大纲执笔人：张春林      大纲编写时间：2005年 8月 
 
一、说明 
1、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作曲与音乐制作方向的专业主干必修课。学生在掌握了

旋律写作、和声、复调、配器、曲式等作曲基础技术理论之后，此课

程主要教授和探索一些作曲的基本技法，基本原理和一般的规律。但

也要明确，作曲没有什么规定的技法，本应是“自由作曲”，需要灵活

应用，在掌握全面理论知识之后，是既要遵守一些技术理论的原则规

章更要勇于突破不受束缚，加以取舍、发展和变化的一些大胆的创作

实践活动。从而引导学生具备艺术的气质、感情，对社会生活的敏锐

感觉，能够通过创作音乐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情绪，以反映社会生活的

精神面貌，努力提高学生们的创作和编配的能力，并具有一定的音乐

创作的教学能力。 

2、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采用小组课与个别课相结合的方式授课。小组课课堂教学

以系统讲授理论知识为主，辅以必要的课堂讨论、练习与问答互动的

形式；个别课以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创作为主。 

在讲授过程中，要使理论与曲例作品分析密切结合，并尽可能利

用现代教学手段进行视听的直观教学。在每周一次或两周一次的作业

中，内容由小到大，由简到繁，注意题材、体裁与结构形式等方面的

多样性。在个别进行作业、习作、作品的修改中，注意发现学生作业

中的“闪光点”，同时要有说服力地指出不是，并能建议出具体修改意

见，以调动学生学习、创作的积极性，鼓励新作品试唱（奏）音乐会，

作品的投稿、交流等活动，从而促进创作水平的提高，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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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质量。 

3、本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的有关旋律的形态，旋律与节奏的关系、旋律与和

声的关系及旋律发展的四个方面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写作原则。旋律写

作毕竟不是空中楼阁，它还需要和声给予它“血肉”；需要曲式给予它

“骨架”；需要伴奏丰富它的情感。掌握这些方面的知识并具有较熟练

地运用它们的能力，才能很好地跨入作曲的门槛。 
难点：音乐写作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旋律写作、和声、复调、

配器、曲式等。但掌握了这些理论知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作曲了，

还必须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些知识与技术，真正驾驭这些技术，遵循法

则，又敢于突破，锲而不舍，才能在音乐创作中从“必然王国”进入

“自由王国”。 
二、课堂教学时数及课后作业题型分配 

课后作业 
章目 教学内容 教学时数 

教学方式 

或手段 思考题 练习题

一 绪论 8 讲授 √ √ 

二 旋律的节奏与节拍 8 讲授 √ √ 

三 旋律的调式与调性 8 讲授 √ √ 

四 旋律与和声关系 8 讲授与分析 √ √ 

五 旋律的基本形态 10 讲授 √ √ 

六 旋律运动的逻辑 8 讲授与分析 √ √ 

七 旋律中的其它表现手段 2 讲授 √ √ 

八 音乐主题与主题发展法 10 讲授 √ √ 

九 民间音乐素材的吸收与运用 8 讲授  √ 

十 曲式 8 讲授 √ √ 

十一 二声部歌曲的写作 6 讲授  √ 

十二 三声部歌曲的写作 8 讲授  √ 

十三 四声部歌曲的写作 8 讲授  √ 

十四 机动 8 
可供民歌采集和其

它作品的介绍 
 √ 

合  计 108    

三、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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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音乐的形成、乐思陈述的层次、旋律

的音调基础和表现力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理、相互关

系和区别。 
【重点难点】 
正确认识“动机——声部——旋律——主题”，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音乐的形成 

第二节   乐思陈述的层次 
第三节   旋律的音调基础和表现力 

【思考、练习题】 
1、旋律音调基础的来源？ 
2、具体作品中动机与主题的分析。 
3、动机的模仿写作练习。 
 

 
第二章   旋律的节奏与节拍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明白没有明确音高的节奏是有的，而没有

节奏的旋律是不存在的。从而使学生增强在音乐写作中具有丰富的节

奏、节拍的思维。 
【重点难点】 
各种节奏的表现特点以及节奏写作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节奏的重要性 
第二节   几个重要类型的节奏式样 

【思考、练习题】 
1、分析具体作品中的主导节奏——节奏型。 
2、给条件，写作不同类型节奏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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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旋律的调式与调性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不是介绍什么是调式调性，而是明白

在一定调式范围的写作，是如何运用调式调性，了解某一种调式，并

要知道它的音列，调式中各音之间的最重要的机能，典型音调以及与

旋律性的联系等。 
【重点难点】 
我国民族的五声性调式的理解与运用；调式的综合。 

 
第一节   五声性调式 
第二节   汉族七声调式与大小调式 
第三节   调式的综合利用 

【思考、练习题】 
1、具体作品的调式调性分析。 
2、旋律问答的写作。 

 
 

第四章   旋律与和声关系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让学生了解和声意义上的旋律主要指两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旋律来自和声；二是旋律写作时借助于和声功能的进行，

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 
【重点难点】 
正确处理旋律与和声的关系，明白利弊要害，继承与借鉴横向和

纵向的音乐财富。 
 

第一节   旋律来自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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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旋律写作借助和声功能的序进 
【思考题】 

1、分析具体作品中横向与纵向的关系，进一步了解旋律与和声的
关系。 

2、用不同的和弦写旋律。 
 

   
第五章  旋律的基本形态 

 
【教学目的】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在千变万化的

音乐作品中，旋律的基本形态和它们的表现方式，正是这一条条旋律

线条，揭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给作品打上了时代、民族、个人的烙

印。 
【重点难点】 
五种旋律的基本形态，它们之间的动与静、上行与下行、突进与

渐进、核心与一般的关系。 
 

第一节   直线型 
第二节   曲线型 

【思考、练习题】 
1、在中外作品中找出不同类型的旋律线（10条），分析它们的写

作方式和目的。 
2、给条件写作不同类型旋律线的习作。 

 
 

第六章   旋律运动的逻辑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以上所有音乐表现手段和关系与旋

律所要表达的内容密切相关，各种表现手段内在对比因素的辩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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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相互影响，构成旋律刻画内容的基本能力。 
【重点难点】 
旋律的运动逻辑不仅表现在局部发展之中，而且在旋律的发展全

过程中也发展着整体组织的作用——四阶段运动。 
 

第一节   逻辑的含义 
第二节   四阶段运动 

【思考、练习题】 
1、“起、承、转、合”四阶段之间的关系与功能？ 
2、从“动机——乐句——乐段”的写作练习。 
 

 
第七章   旋律中其它表现手段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除了前面所讲的一些内容之外，速度、

音区、力度、音色、表情法以及经体苏均是旋律的表现手法，在音乐

作品中它们与旋律的表现也有着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重点难点】 
在表现旋律时以上的内容的作用和用法是有所区别的，“法”不能

乱用，要根据内容的需要、感情的需要，有效地有目的运用。 
 

第一节   几种其它基本表现手段 
第二节   和声与织体 

 
【思考、练习题】 

1、在自己写过的作品中再根据需要加上以上的手段。 
2、具体分析作品中以上手段运用的目的。 
 

 
第八章   音乐主题与主题发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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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掌握四种不同的主题发展法，从而

能更好地塑造出完美，统一的音乐形象，构成一首完整的作品。 
【重点难点】 

四种不同主题发展法的写作原理和具体方法。 
 

第一节   音乐主题 
第二节   主题发展法 

 
    一、重复法 

二、移位法 
三、展开法 
四、对比法 

【思考、练习题】 
1、四种不同的主题发展法以及它们各有的具体手法。 
2、各种主题发展法的写作练习。 
 

 
第九章   民间音乐素材的吸收与运用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和学会运用民间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

作，坚持音乐的民族性、时代性。掌握四种不同的吸收和运用方法。 
【重点难点】 

“填词法、改编法、重创法、特点法”四法的理解与运用。 
第一节   填词法 
第二节   改编法 
第三节   重创法 
第四节   特点法 

【思考、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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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一首原始民族进行改编。 
2、把一首原始民族进行重创。 

 
 

第九章   曲 式（主要介绍歌曲曲式） 
 
【教学目的】 

鉴于本院的实际情况：作曲专业的学生有专门“曲式学”这一课

程，但由于教学计划的安排，为了使学生早一点进入作曲写作阶段，

故此部分首先把“比较简单”的曲式框架作一介绍（此部分主要首先

介绍歌曲的曲式）：一部曲式、单二部曲式、单三部曲式、复二部曲式、

复三部曲式、变奏曲式⋯⋯。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们了解各曲式结

构的原理和基本知识，在前面一些“零散”的习作中，引导学生在正

确理解不同曲式结构的基础上，逐步走上比较明确的完整性的创作阶

段。 
【重点难点】 
    认识理解一部曲式、单二部曲式、单三部曲式、变奏曲式等，并
要掌握曲式框架内容部分之间的统一和对比的法则与手法，综合能力 
的培养。 

 
第一节   一部曲式 
第二节   单二部曲式 
第三节   单三部曲式 
第四节   复三部曲式 
第五节   复二部曲式 
第六节   中间性曲式、多部曲式 
第七节   变奏曲式 
第八节   回旋曲式 
第九节   奏鸣曲式 
 

【思考、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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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各曲式内部结构及外部结构的理解和分析。 
2、具体作品的曲式分析。 
3、重点曲式的作品的写作实践。 

 
 

第十一章   二声部歌曲的写作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同学认识。理解二声部合唱歌曲的几种写作方

法，从而能运用所学原理进行写作。 
【重点难点】 

重点是和声式二声部原理与写作，难点是对比式和模仿式二声部

的理解、原理与写作。 
 

第一节   和声式二声部合唱歌曲的形式与写作 
第二节   对比式二声部合唱歌曲的形式与写作 
第三节   模仿式二声部合唱歌曲的形式与写作 

【练习题】 
1、三种不同形式的二声部合唱歌曲的写作练习。 

 
 

第十二章   三声部合唱歌曲的写作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三声部合唱歌曲的形式、基本原理、

写作要求，从而能写作三声部合唱歌曲作品。 
【重点难点】 

混声三部合唱声部的分配以及和声的运用以及写作。 
 

第一节   和声的运用 
第二节   三声部歌曲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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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声部进入与增减 
 

【思考、练习题】 
1、三声部歌曲写作应掌握哪些基本原则？ 
2、常用的声部结合法。 
3、运用前面的某一种曲式（如：单二部曲式等），写作三部合唱

或重唱歌曲一首。 
 
 

第十三章   四声部合唱歌曲的写作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四声部合唱歌曲的形式、基本原理、

写作作要求，从而能写作四声部合唱歌曲的作品。 
【重点难点】 

四声部合唱歌曲的写作。 
 

第一节   合唱队编制及有关问题 
第二节   同声四部歌曲 
第三节   混声四部歌曲 

一、混声四部和弦音排列与声部平衡 
二、混声四部在声部结合的三点 

第四节   合唱织体 
    一、主调体合唱 

二、复调体合唱 
三、主、复调相结合的合唱 

第五节   有伴奏合唱与无伴奏合唱 
 
【思考、练习题】 

1、不同类型四声部合唱作品的写作。 
【课程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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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四、五学期在讲授理论时，进行三次期终阶段性考试，
均是卷面、笔试进行。理论知识部分占 50%，写作占 50%。 

2、第六学期（因是个别课形式）以平时习作的作业和最后交付的
作品为考试成绩，平时占 30%，最后作品占 70%。 

四、体用教材与教学参考书目 
【使用教材】 
杨青：《作曲基础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3月。 
张春林编著：《歌曲分析与写作》，内部教材，1995年。 

【教学参考书目】 
1、杨儒怀：《音乐的分析与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 6月版。 
2、Л.玛采尔：《论旋律》，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 12月版。 
3、马辉：《歌曲写作教程》，华乐出版社，1998年 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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