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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 
1、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本课程是音乐学院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是作曲技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单声部歌曲的构成知识和写作教法的讲授以及习作

实践，培养学生具有编创歌曲和分析歌曲的能力，为学生学习有关专

业理论课、技术课打下基础，以适应中等学校音乐教学工作的需要。 
2、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1）课堂教学以系统讲授理论知识为主，辅以必要的课堂讨论、

练习和问答等形式。 
（2）在讲授过程中，要使理论与曲例密切结合，并尽可能利用现

代化教学手段实行直观教学。 
（3）课外作业每周一次。内容应包括习作和歌曲分析。选题要注

意词与曲在题材、体裁与结构形式等方面的多样性。由小到大、由简

到繁。在一学期中不少于 5 首歌曲写作任务，应重视青少年歌曲的写
作。 
（4）作业在课外批改，课内小结。对优秀的习作，可通过举行新

作品试唱会，编印成集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 
3、本课程的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的有关旋律的基本形态，歌曲曲调部分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概念和写作方法，常用的结构原理（如单三部曲式）以及它们

之间的逻辑原理与写作等。 
难点：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之间的关系，在掌握了基本方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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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两者紧密的结合起来，并能付诸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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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律的基本形态 2 讲授 √ √ 

二 旋律与节奏和声关系 4 讲授 √ √ 

三 旋律与调式 2 讲授（讨论） √ √ 

四 歌曲的组成单位 6 讲授 √ √ 

五 主题与主题发展法 6 讲授 √ √ 

六 民间音调的吸收与运用 4 讲授 √ √ 

七 歌曲的曲式 6 讲授 √ √ 

八 歌曲的高潮 2 讲授  √ 

九 歌曲的附属部分 2 讲授  √ 

十 歌曲的总结，主要单元总结 2 讲授与评析  √ 

合  计 36    

 
三、本文 

第一章  旋律的基本形态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在千变万化的音乐作品中，旋律的基

本形态是大体统一的，是可以循到一定规律的，从宏观上看分为曲、

直两种，从微观上分析又可分为具体的五种。 
【重点难点】 
四个有关旋律方面的概念，以及五种不同的旋律形态。 

【思考、练习题】 
1、给一段具体作品的片断分析它的旋律形态。 
2、给条件，自由写作。 
 

 
第二章  旋律与节奏、和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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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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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了丰富的节奏思维之后，借助所学的和

声知识可以帮助写作。 
【重点难点】 
节奏的各种表现特点，尤其是“节奏型”的作用，利用和声知识

写作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旋律与节奏 
第二节   旋律与和声 

一、旋律来自和声 
二、旋律写作借助和声功能的序进 

【思考、练习题】 
1、给一个作品（或片段）分析它旋律与和声的关系。 
2、给一个具体的节奏形态和和声，写作一段旋律。 

 
 

第三章  旋律与调式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明白本课内容不是解释具体的调式，而是

如何运用在调式范围内的写作，除要了解在大小调式范围内写作要注

意的问题之外，特别要了解民族五声性调式内写作要掌握的要领和基

本原则。 
【重点难点】 
在大小调式中是如何组织旋律的，特别是在五声性的调式中各调

式主音与其它四个音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五声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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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调式 
二、徵调式 
三、羽调式 
四、宫调式 
五、角调式 

 
第二节   汉族七声调式、大小调式 

    一、汉调七声调式 
二、中占七声调式 
三、大小调式 
四、调式的综合 

【思考、练习题】 
1、分析具体作品的调式和调式综合的现象。 
2、旋律问答。 

 
 

第四章  歌曲的组成单位 
 
【教学目的】 
从本章开始主要是讲解歌曲旋律的写作，通过本章的讲授，使学

生了解词曲结合的五个基本原则和曲调部分从“动机到乐段”的构成

原理以及写作方法等。  
【重点难点】 
词曲结合的同步与异步；从动机——乐句——乐段的形成与写作。 

 
第一节   词曲结合 

第二节   动机、乐节、乐句与乐段 
一、动机 
二、乐节 
三、乐句 
四、乐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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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起、承、转、合”式乐段 
【思考、练习题】 

1、动机、乐句、乐段的写作。 
2、“起、承、转、合”式四句体乐段四句之间的关系与功能。 
 

   
第五章  音乐主题与主题发展法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歌曲主题的概念与特点，并且能较

熟练的掌握四种不同的主题发展的方法，在反复写作中了解它们的作

用和发展的逻辑关系。 
【重点难点】 
主题的形成，各种发展法的具体方法以及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和

多种变化的手段，“无定法”与“有规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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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一句主题，用多种重复法写第二个乐句。 
2、创作一句主题，用多种移位法写第二个乐句。 
3、分析一首作品，看看它是如何展开的？ 
4、对比法在音乐作品无处不在，最常用的有几种？ 

 
 
 

第六章   民间音调的吸收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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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四种不同的运用民间音调的方法，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坚持民族音乐的特色和源泉，用科学的

方法写出自己民族的音乐。 
【重点难点】 
四种不同方法的理解，尤其是“改编法和重创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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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能 

【思考、练习题】 
1、利用所学的方法，把一首原始民族进行改编。 

 
第七章   歌曲的曲式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各种不同歌曲的不同结构曲式框架，

构成原理与逻辑关系，它们之间统一和对比的运用法则，如何为表达

思想内容服务的，并且能较好的理解和运用。 
【重点难点】 
单三部曲式之前的理解和写作，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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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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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练习题】 

1、不同作品的曲式分析。 
2、单二部曲式、单三部曲式的歌曲写作。 

 
第八章   歌曲的高潮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高潮的概念和位置，掌握几种高潮的

具本写法。 
【重点难点】 

高潮位置的处理和具体的写法的比较和作用。 
 

第一节   高潮的概念和位置 
第二节   推向高潮的手法 

 
    一、旋律的方法 

二、节奏的方法 
三、利用调性和声的方法 

【思考、练习题】 
1、在以往自己完成的作品中加上高潮。 
2、在一个完整的创作作品中用学过的方法完成高潮的写作。 

 
第九章   歌曲的附属部分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歌曲前奏、间奏、尾声的作用与写法，

以及与歌曲写作有关的其它问题。 
【重点难点】 

不同前奏、间奏、尾声的作用、写法之比较。 
第一节   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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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间奏 
第三节   尾声 

【思考、练习题】 
1、在已经完成的歌曲作品中加上前奏、间奏与尾声。 
2、在自己完成的作品中选一、二首比较满意的作品，处理好高潮，

加上前奏、间奏与尾声，很圆满的完成自己作品的最后“成型”阶段。 
 
【课程考试】 

本课程考试采取“闭卷”方式进行。其中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考查测评学生的理解、判断、分析、综合等能力（占 50%）；歌曲创作
采用给条件和给歌词，当场完成作品的写作方式（占 50%）。 

四、体用教材与教学参考书目 
【使用教材】 
自编：《歌曲分析与写作》 

【教学参考书目】 
1、苏夏：《歌曲写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 9月版。 
2、Л.玛采尔：《论旋律》，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 12月版。 
3、杨士菊：《歌曲写作初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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