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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唱练耳在吉他演奏中的作用

陈书怡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在现代流行音乐中，吉他是最重要的乐器，它对节奏和音准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吉他起源于欧洲，经过长时
间的发展，吉他已经演变成为近代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吉他乐器的演奏过程中，演奏能力是最为重要的，怎样强化
吉他演奏者的演奏能力是需要积极探讨的话题。本文主要分析了视唱练耳在吉他演奏中的作用，阐述了视唱练耳与吉他演
奏者水平和能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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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他音乐的发展

吉他最早出现于十六世纪前，这个时期的吉他有多少
琴弦都是不统一的。十六世纪初期，吉他发展出现了第一
个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吉他被定位为正式的宫廷乐器，
吉他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吉他音
乐的发展也经历过低潮和再度复兴，并且受到了更多人的
青睐。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吉他的类型逐渐多样化，很大
程度上拓宽了吉他的演奏空间。同时，这个时期的吉他发
展非常迅速，很多音乐学院都开设了吉他专业班，社会上
的吉他培训班也非常多，这个时期的吉他已经具备了自己
独特的演奏特点，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受。

二、视唱练耳在吉他演奏中的作用

（一）强化吉他演奏者的节奏感

吉他演奏与节奏是分不开的，节奏也是吉他演奏中最
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吉他演奏者要想更好地演奏吉他，
首先得掌握节奏，这是提升吉他演奏水平的基础。视唱练
耳比较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强化吉他演奏者的节奏感，
吉他弹奏者可以进行简单的节奏练习，掌握最基本的节奏
类型。对于吉他初学者来说，节奏的练习应该是循序渐进
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训练三连音节奏。吉他初学者可以
一边视唱，一边利用吉他的音阶模式进行弹奏，这是加强
练习者听力的良好方法；当吉他学习者已经具备了基本的
技能和弹奏技巧，想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时候，也需要采
取视唱练耳的方法，以此来保证吉他弹奏的节奏感。由此
可见，视唱练耳对强化吉他演奏者的节奏感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二）加强吉他演奏者的演奏技能

对于吉他初学者来说，掌握准确的音准是非常有必
要的，也是吉他学习中最重要的因素，演奏者对音准的掌
握是提升吉他演奏技能的基础。视唱练耳能够强化演奏者
的理论知识，让他们能够学会视唱识谱，让吉他演奏者的
大脑中形成一定的音阶感，这是吉他演奏过程中非常重要
的。在吉他演奏过程中，和弦是最为独特的，对演奏者的
指法要求也很严格，需要演奏者加强练习。视唱练耳是演
奏者联系和弦的有效方法，让吉他演奏者在掌握最基础的
吉他理论知识的同时也明白吉他实践演奏的重要性，并且
将两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吉他演奏中，理论知识和实
践能力都是很重要的，只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促进

演奏者演奏技能的提升，
（三）提升吉他演奏者的综合素质

吉他的发展和演变会随着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变化，目
前，按照演奏音乐的类型可将现代吉他分成几大类，本文
主要以布鲁斯吉他为基础进行介绍。布鲁斯吉他音乐给人
一种欢乐的感觉，它的演奏大多都是三连音，如果想要演
奏好布鲁斯音乐，演奏者首先得掌握它的主要特点。布鲁
斯音乐最初是由黑人创作出来的，所以这种音乐类型具有
很强的历史背景，吉他演奏者在进行演奏的时候应该充分
掌握这些音乐的特点以及节奏。视唱练耳可以对吉他演奏
者进行很好的引导，帮助吉他演奏者掌握音乐本身的特点
以及音乐的类型，同时也引导演奏者更好地体会音乐所表
达的情感，促进吉他弹奏者综合素质的提升。

（四）加强吉他演奏者的吉他改编能力

吉他受到很多年轻人和自创型歌手的喜欢，吉他音
乐中的和声对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吉
他和声让音乐内容的创作形式更加多样化。在我国吉他音
乐的发展过程中，三和弦是主要的创作形式，视唱练耳可
以更好地引导吉他演奏者在和弦中的发展，让音乐作品呈
现出更多组合和弦的方式，表达出不同的音乐情感。很多
自创型歌手会选择一些有特色的音乐进行改编，融入新的
和弦因素，让音乐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这是很多现代音
乐人都会运用的方法。由此可见，视唱练耳可以加强吉他
演奏者的改编能力，这对现代音乐人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也是现代音乐所追求的效果。

三、结语

吉他是非常重要的乐器，目前学习吉他的人越来越
多，所以吉他的发展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要想在吉
他学习中有所进步，掌握最基础的吉他练习方法是非常有
必要的。本文主要探讨了视唱练耳在吉他演奏中的作用，
希望给吉他演奏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吉他练习者必须加强
对视唱练耳的训练，这是提升吉他演奏者演奏技能和节奏
感的必然途径，让吉他音乐得到更好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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