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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析 “联 觉 ”在 音 乐 欣 赏 中 的 作 用 
江苏无锡市太湖格致中学(214125) 钱 震 

心理学上把一种感觉引起另一种感觉的心理过程或 

心理机制称为“联觉”。“联觉”在生理学上称为伴生感觉 

或共同感觉，也有人译成“通感”。如在音乐欣赏中，旋律 

的高低对人的心理变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音高不断升 

高，人的情绪就会随着音乐不断上升；而力度弱的音乐作 

品令人感觉舒缓，力度强的则令人奋发向上；快节奏的音 

乐感觉激情洋溢，慢节奏的则轻柔抒情⋯⋯ 

作为音乐创作的反向活动，音乐欣赏是以创作的终 

点为起点，对作品外在形式直接感知，形成对作品内涵的 

同情与共感。因此，听众在音乐欣赏活动中可以因听觉而 

引发一系列的感官活动。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如果教师能 

抓住这条最诡异的神经——“联觉”，一定能让学生听懂 

音乐和喜欢音乐。 
一

、多元的音乐联觉感知 

1．听觉与视觉之间的联觉 

音乐心理学研究表明：“音高与亮度具有联觉上的对 

应关系，频率越高的声音，给人的感觉越亮，频率越低的 

声音给人的感觉越暗。”因此，在很多音乐作品中，写黑暗 

到光明时都选择了用低音到高音的进行，其中最著名的 

例子莫过于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中的《晨景》 

了。 

在这一段音乐中，以开始运用长笛和双簧管连续交 

替以弱奏吹出上行的主题，然后再通过力度逐渐的加强， 

并且不断地向上转调，用音区的不断增高使人产生的明 

亮感逐渐增强，直到后来整个乐队演奏出主题，让人在感 

觉中经历了一个太阳从慢慢升起到灿烂光辉、照耀万丈 

大地的过程。 

《晨景》(谱例)： 

2．听觉与空间之间的联觉 

音高与空间之间联觉的对应关系为：“音越高，空间 

知觉的高度越高；音越低，空间知觉的高度越低。”“连续 

的音高变化可以使人产生上下、起伏、涨落、升降等运动 

体验。”比如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中的一开始，就用 

“长笛采用局部近距离音程的上下级级进，构成整体的波 

浪式起伏的音响效果，使人感受到似乎音乐在描写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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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微波与流水的运动状态。” 

音强跟空间之间联觉的对应关系是：“音越强，感觉 

对象距主体越近；音越弱，感觉对象距主体越远。”如鲍罗 

丁的《在中亚细亚草原上》，音乐主题由弱到强，给人一种 

商队由远及近缓缓前行的联想。 

音长与空间之间联觉的对应关系是：“长音使人感到 

空间宽阔，短音则使人感觉狭窄。”这个的联觉规律决定 

了：“在音乐中大凡描写开阔、空旷景象的作品的时候，总 

是包含着长时值的音符”，同样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听到长 

音的时候，总是感觉很舒缓、绵长。比如鲍罗丁的《在中亚 

细亚草原上》的开始部分，弦乐的长音给人以一种既静谧 

又空寂辽阔的感觉。 

3．听觉与大小轻重之间的联觉 

音乐心理学研究表明：“音越高，感觉物体越小，重量 

越轻；音越低，感觉物体越大，重量越重。”“音越强，感觉 

对象越重；音越弱，感觉对象越轻。”“长音使人产生物体 

形状大、重量重的感觉；短音则使人产生物体形状小、重 

量轻的感觉。”下面以圣一桑《动物狂欢节》中的“大象”以 

及《野蜂飞舞》中的“蜜蜂”作对比： 

《动物狂欢节》(谱例)： 

萱一藏《动爨程教蔼) 

《野蜂飞舞》(谱例)： 
IIl,llt"l~  

可以看出，在描写大象时的音区跟描写蜜蜂时的音 

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象身体笨重，形体庞大，缓慢笨拙， 

低音把它形象化正是采用了上面所说的低音与重、慢有 

联觉对应的关系。而蜜蜂是灵巧、敏捷的，相对于大象来 

说，它的声音频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用高音和小鸟联系 

是很恰当的。 

4．听觉与情态之间的联觉 

这两者的对应关系是：“音越强，情态体验越强；音越 

弱，情态体验越弱。”这决定了“高音区具有兴奋、快乐、明 

朗的性质，低音区具有压抑、悲哀、阴郁之类的性质；同 

时，上行音程使人产生兴奋性情态的体验，下行音程产生 

抑制性情态的体验。”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开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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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中 小 学 音 乐 教 学 评 价 的 方 法 
广西大化县教师进修中~(53o8oo) 韦 智 

目前，在我们农村地区，中小学音乐教学中自觉地 

运用音乐教学评价技术的水平还很低，没有形成一个系 

统，在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主观性、随意性上，这反映了 

音乐教育教学评价存在严重缺陷。为适应现代教学的需 

要，尽快地缩短农村和城市、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 

距，我认为综合地运用科学评价的方法来指导我们的教 

学，是我们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以下我将谈谈个 

人的几点看法，旨在抛砖引玉。 

一

、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形成性评价是一种检验学生阶段性学习效果的评 

价方式。其功能是了解和检验学生在一定阶段的学习效 

果，了解教师阶段性教学的进展情况，以利于及时调整 

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其着眼点在于音乐学习的整 

个过程，通过各种评价方法和工具，经常对学生的学习 

态度、情感表现、技能掌握程度、音乐表现能力及创造能 

力等方面进行评定，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以便及 

分的一系列上行，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是积极的和振奋的 

心理体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谱例)： 

在音乐欣赏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关注音乐本身， 

调动音乐审美的“联觉”神经，帮助学生形成音乐审美的 

情趣和能力，使其听懂音乐和喜欢音乐。 

二、捕捉音乐联觉感知的措施 

1．改变教师观念 

教师首先应该放弃用文学化、美术化的方式引导学 

生捕捉音乐中视觉性、概念性的内容。以往听完一首曲 

子，教师总是会问这样的问题：“你在音乐中听到了什 

么?你能描绘一下吗?”“你能用线条、色块来表示你刚才 

听到的音乐吗?”再如，老师花很多心思运用多媒体技术 

去上一堂音乐欣赏课，留给学生记忆深处的往往是精彩 

动态的画面，旋律的主题却并不清晰，我们的音乐欣赏 

被太多的非音乐元素包围着(例如天文地理、风土人情 

和诗歌绘画)。教师这样的引导容易让学生脱离音乐，教 

师应引导学生多关注音乐本身，这样才能最终使更多的 

时调整。例如，上课教师建立一个表格，在表格里面列出 

学生的学习态度、情感表现、技能掌握程度、音乐表现能 

力及创造能力等几项，在平时上课时观察学生，课后细 

心填写。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填写后，我们对学生情况 

得到了一个基本的结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形成性结 

论。另外，对于学生音乐学习的评价，也可采用观察、谈 

话、提问、讨论、抽唱(奏)等方式进行，并建立档案。而终 

结性评价是指对课程结束的检测，所检测的内容为整个 

学期或学年内的全部学习内容。它是在形成性检测的基 

础上，对学生学期或学年音乐学习所进行的终结性检测 

评价。它是我国各级学校音乐课程教学中普遍采用的成 

绩评价方法。如每个学期的期末期考或考查，科任教师 

根据期考成绩和平时成绩最终给学生的一个成绩。终结 

性评价方法简单易行，操作性强，但这种评价方式往往 

是在阶段学习、学年结束时进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 

去了评价的反馈功能，对激励学生学习、帮助改进教与 

学生听懂音乐和喜欢音乐。 

2．反复聆听音乐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转瞬即逝，要使学生感受到音 

乐必须让他们反复地听、反复地感受。蔡元培先生说过： 

“我们在听了一支美妙的乐曲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 

感受：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温柔，生活多么甜蜜，似乎觉得 

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教师引导学生 

通过初听，对作品有了一个总体的印象。为了进一步听 

懂音乐，就要再次复听，引导学生逐段地进行赏析，重点 

的地方要反复多听，目的是让学生在音乐中产生愉快、 

痛苦、愤怒、兴奋、忧愁、哀伤等情感与精神共鸣，达到学 

生与音乐之间情感交流的目的。 

3．紧抓音乐要素 

音乐是人类最自由、最能够直接唤起情感体验的艺 

术，它让我们激动、让我们兴奋、让我们伤感、让我们无 

言。教师要把握住构成音乐的旋律、节奏、速度、音色、力 

度、作品结构等要素，在反复聆听的基础上，结合主题片 

段地哼唱、有效设问、演唱演奏、讨论交流等形式展开活 

动，让学生深层次地感受作品内涵。 

(责任编辑 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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