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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art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music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content 

of music, but also reflected in the vivid musical image displayed by various techniques.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image of music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of music language. In music teaching, teachers must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basic law of music image building, so as to better appreciate and create 

music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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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艺术，不仅体现在音乐内容上，更重要的是体

现在用各种技巧展现出来的惟妙惟肖的音乐形象上。准确把握音乐形象，是提

高学生对音乐语言认知水平的重要途径。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必须使学生了解

音乐形象塑造的基本规律，从而更好地欣赏音乐作品、创作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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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的美育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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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人们的重视。新课程标准强调“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主要作用于人的

情感世界。”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艺术，不仅体现在音乐内容上，更重要的

是体现在用各种技巧展现出来的惟妙惟肖的音乐形象上。这些形象的塑造不仅

是美妙的心理活动，还是音乐家们的最终目的。如果学生缺乏最起码的感悟和

欣赏音乐语言的能力，不能把握音乐形象，就谈不上情感共鸣、陶冶情操了。

因此，让学生读懂音乐语言、把握音乐形象，是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

1  音乐形象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当音乐能够真切地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情绪场景或者过程，并且能使听者产

生相关联想时，这种被表现的对象所产生的联想就叫作音乐形象。作为一种艺

术形式，音乐包括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音乐欣赏三部分。音乐形象在音乐欣赏、

音乐表演和音乐作品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准确把握音乐形象，是提高学生

音乐语言认知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了解音乐主题及其深刻内涵的关键。

1.1  音乐形象在音乐欣赏、音乐表演中的重要性

让学生学会欣赏音乐作品，不但是音乐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且是让学

生与作者产生共鸣、了解音乐创作规律，进而表演作品的重要基础。音乐家把

自己内心感知的形象创作成相应的音乐形象，并详细地记写成乐谱，演奏家通

过乐器将其中的音乐形象再现出来。音乐形象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意性，音

乐形象中“形”“态”“质”“景”等所提供的含蓄、隐晦，避免了艺术表现

上的“直”与“露”，能够给人以思索、回味的广阔空间。在欣赏过程中只有

充分根据音乐形象规律展开想象空间，才能体验创造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内涵，

并且运用各种表达方式将自己理解的艺术形象再现出来，用感情去挖掘音乐形

象的含义。因此，体会作品所传达的音乐形象，并展开丰富的想象，再现作品

中的音乐形象，成为音乐欣赏、音乐表演的重要任务。音乐形象成了欣赏作品、

表演作品时欣赏者、表演者与创作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欣赏者、表演者对作品

中音乐形象把握的程度，决定了其把握作品风格的准确度。

1.2  音乐形象在音乐作品创造中的重要性

音乐素材是大家都在使用的，但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不同的，根本区别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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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通过音乐素材表现出来的内容、塑造出来的音乐形象不一样。用特有的音

乐手段表现出来的音乐内容具体地体现在音乐形象上，音乐形象是音乐作品中

的独特表现形式。音乐家在音乐形象中概括、凝练了思想内容，而不只是对现

实的简单模拟。任何作品的艺术形象都是创作主体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创造出的

成果。从音乐作品的创作角度来看，音乐形象对音乐作品创造的重要性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作背景。创作背景包含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两个

方面。比如肖邦曾说过，音乐是把思想用旋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是把感情再现

在音响之中。创作者对文化的认知，对社会和生活的体验、思考和渴望，都是

影响他们塑造音乐印象的重要因素。第二，作者风格。作曲家根据其不同的作

曲风格，大致可分为古典派、民族派、印象派、现实派和浪漫派等。每个派系

的音乐风格多样、特色各异。比如贝多芬的热情澎湃，肖邦的多愁忧郁，李斯

特的浪漫多情，等等。第三，编排结构。任何艺术作品都有其组成结构，比如

现实主义音乐作品是由它所有的各组成部分与整体和谐——均衡协调的原则所

支配的。音乐外表看来十分复杂，但却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不是各种因素的机

械凑合，也不是各种成分的简单混合。不管是哪种音乐作品，在它的所有各部

分中或者作为一个整体，都形成一个各种关系彼此协调的体系，尽管有各种对立，

但仍形成一个牢固的统一体。作曲者如果不了解音乐形象塑造的规律，就很难

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2  塑造音乐形象的基本条件

无论是欣赏、表演音乐作品中的音乐形象，还是作品创作中对音乐形象的塑造，

都离不开对音乐形象塑造规律的了解。塑造音乐形象从根本上来说要具备以下条

件：客观现实的存在，这个客观现实构成了作品要反映的内容；作为表达手段的

音乐材料，塑造音乐形象，就是要合规律地运用音乐材料去表现作者内心所要反

映的内容。客观事实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但对客观现实的选择取决

于合乎规律的材料的范围及艺术家的意识。艺术家在创作音乐作品时会根据自己

的主观意识对现实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进行筛选，按照预定的主题进行提炼。例如，

贝多芬认为，音乐应该培养听众的崇高理想，因此英雄以及对英雄的崇拜、对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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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抗争以及思考就成为贝多芬要塑造的音乐形象。他在第三交响曲中，以四个

乐章的形式分别表述了英雄的斗争、英雄的牺牲、英雄的精神气概和赢得胜利后

的喜悦和狂欢。客观事实升华形成的音乐形象存在于创作者的大脑中，要呈现出

来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材料。建筑、雕塑艺术形象的塑造需要借助实实在在的物

质实体，文学艺术形象的塑造需要借助于语言文字的描写，电影形象的塑造要借

助于演员的表演。与建筑、雕塑、文学、电影等形象的塑造不同，音乐形象的塑

造必须借助一定的音乐材料。音乐材料对于作曲家来说，是体现情感和思想的前提。

艺术家改动了材料的原有形式，使形式服从于他的思想，使形式为他的目的服务。

所运用的音乐材料的界限也就是表达方式的可能性的界限及音乐表达能力的界限。

音乐材料作为音乐形象的基本表现材料，包括旋律、节奏、节拍、速度、力度、

音区、音色、和声、调式与调性等。音乐材料有其独特特点。它的高度、节奏、

表达手段、拍子、音色及力度都有固定不变性。比如，建筑在八度之上的旋律材

料的全部范围，是根据一定的内部体系组织起来的，节奏的值是一个一个按算术

式排列的，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级次，力度和拍子有可测量出来的次序等。音乐材

料也显示了它的规律性，它不仅表现在音乐表达的各个范畴本身（旋律、节奏、

节拍、力度、音色等），还表现在各表达手段、各范畴之间的关系中。规律性的

存在是有明确目的的创作结构的前提条件，构思作品及把构思变成创作都根据这

些规律性。通过它们，创作者才有可能给他们的认识赋予现实音响——物质的、

音乐语言的形式。

3  音乐形象的塑造

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音乐形象作为音乐作品的核心，完美地体现了音乐美

学的最高范畴，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塑造音乐形象?第一，

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音乐形象的存在。形象思维是学生的心理想象，是对音乐

形象的认知，是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活动，需要学生经过复杂的心理过

程才能形成。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作曲家的写作背景和表现目的，还要对作品的

中心思想、曲式结构、表现手法进行分析，以求准确地把握和探究音乐形象。

在感受音乐形象存在的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有不同的见解，按照自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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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来感受和欣赏音乐形象。但教师要注意的是，教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应该尽

力引导、启发学生对音乐形象获得相对统一的感知和认识。这可以有效避免学

生在欣赏作品、表演作品时对作品中的音乐形象做过于怪异的理解，走上弯路。

第二，教会学生了解塑造音乐形象的条件，掌握音乐形象塑造的规律。教师在

讲解过程中，首先需要强调在相同的音乐材料条件下，音乐的表现手段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音乐形象，比如速度的不同、力度的不同都会使音乐形象发生不

同的变化。学生除了要了解作品的背景，还必须从音乐形象入手，最终了解作

曲家的真实意图。例如，贝多芬在第三交响曲中，不同的乐章采用不同的音乐

材料进行处理。第一乐章奏鸣曲，采用灿烂的快板、降 E 大调、3/4 拍子；第二

乐章葬礼进行曲，采用甚慢板、c 小调、3/4 拍子；第三乐章诙谐曲，采用活泼

的快板、降 E 大调、3/4 拍子；第四乐章终曲，采用甚快板、降 E 大调、2/4 拍

子。贝多芬对音乐材料的处理和使用，服务于不同的音乐主题，塑造了不同的

音乐形象，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第三，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重视对学生

想象力的培养，还要鼓励学生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艺术特长

和才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使学生在广阔的想象力中感受、寻找音乐的魅力，

并且体验乐曲情感的由来、音乐旋律等。总之，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不断进步，

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发展，国家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美育愈来愈重视。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教师作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更应该提高自身文化知识水

平和能力，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音乐教学，把握好学生的心态和知识切入点，

更好地把各种音乐知识融入音乐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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