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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研丛书》

内容概要

《音乐考研丛书:曲式与作品分析》第一单元“曲式与作品分析考试技巧”根据国家命题工作手册的命
题要求，介绍曲式与作品分析常见题型的答题要求和技巧，并结合标准化命题特点和本门课程的知识
点，以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综合分析题等6种题型为基础，设计了210道具有
实战意义的模拟题。第二单元“曲式学基础知识及论述题”将基础理论浓缩在95道论述题中，讲述简
明扼要、突出重点。第三单元“音乐作品实例分析”针对不同的曲式结构题型提供了清晰完整的谱
例40首。“附录”由四个部分组成：附录一给出了109条名词解释，附录二给出了250首音乐作品分析
与导学提示，附录三给出了部分真题案例，附录四给出了《音乐考研丛书:曲式与作品分析》的主要参
考书目。这些内容都是准备考研的珍贵参考资料，可以帮助考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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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研丛书》

作者简介

李虻，1956年生，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音
乐理论教学与科研。主要著作有《世界名曲赏析》、《音乐作品曲式分析》、《音乐作品谱例与分析
》、《音乐论文写作》、《怎样当好琴童家长》、《音乐教师实用手册》、《曲式学基础知识问答》
、《音乐研究的方法与论文写作知识问答》、《实用电子琴演奏法》等音乐专著及《桥牌现代标准叫
牌法》、《自然叫牌体系入门》、《应聘试讲实用教程》等综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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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研丛书》

书籍目录

作者简介 前言 第一单元曲式与作品分析考试技巧 1.1命题类型及答题技巧 1.1.1曲式与作品分析非标准
化试卷的答题 1.1.2曲式与作品分析标准化试卷的特点和类型 1.1.3曲式与作品分析选择题答题技巧 1.1.4
曲式与作品分析判断题答题技巧 1.1.5曲式与作品分析填空题答题技巧 1.1.6曲式与作品分析简答题答题
技巧 1.1.7曲式与作品分析论述题答题技巧 1.1.8作品综合分析题命题类型 1.1.9作品综合分析题答题技巧
1.1.10音乐形象分析方法 1.1.11和声分析的一般步骤与方法 1.1.12作曲方向和声分析的步骤与方法 1.1.13
曲式分析报告的写作 1.2不同题型举例 1.2.1单项选择题50例（附参考答案） 1.2.2多项选择题30例（附参
考答案） 1.2.3判断题50例（附参考答案） 1.2.4填空题50例（附参考答案） 1.2.5简答题30例（附参考答
案） 1.2.6作品综合分析例题（附参考答案） 第二单元 曲式学基础知识及论述题 2.1曲式学综合知识论
述题／026 2.1.1怎样理解曲式与结构的关系／026 2.1.2怎样理解曲式与体裁的关系／026 2.1.3什么是曲式
的基本部分／027 2.1.4什么是曲式的附属部分／028 2.1.5音乐表现基本要素和传统曲式中主要结构要素
指什么／028 2.1.6乐思稳定性陈述有哪些特征／029 2.1.7乐思非稳定性陈述有哪些特征／029 2.1.8什么是
动机／030 2.1.9什么是音乐主题／030 2.1.10重复有哪些类型／031 2.1.11什么是变奏／031 2.1.12什么是模
进／032 2.1.13什么是模仿／032 2.1.14什么是对比／033 2.1.15音乐材料如何分裂发展／033 2.1.16什么是
织体／033 2.1.17什么是再现／034 2.1.18什么是静止再现／035 2.1.19什么是动力化再现／035 2.1.20终止
式常见几种类型／036 2.1.21曲式中调式调性布局的基本规律如何／036 2.1.22中国传统音乐中曲式结构
有哪些特征／037 2.1.23中国传统音乐中旋律发展常用哪些手法／038 2.1.24中国传统音乐中和声有哪些
特征／039 2.2一部曲式（乐段）论述题／041 2.2.1乐段有哪些特征／041 2.2.2乐句有哪些特征／041 2.2.3
乐段、乐句、乐节、乐汇之间的关系如何／042 2.2.4单一调性乐段有哪些特征／043 2.2.5转调乐段有哪
些特征／043 2.2.6开放性乐段有哪些特征／044 2.2.7什么是乐段的补充终止／044 2.2.8乐段的扩展有几种
形式／045 2.2.9两乐句乐段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045 2.2.10平行乐段可分为几种类型／046 2.2.11
对比乐段可分为几种类型／047 2.2.12三乐句乐段有哪几种类型／047 2.2.13起、承、转、合乐段有哪些
特征／048 2.1.14前后片乐段有哪些特征／048 2.2.15判断复乐段与倒装复乐段依据是什么／049 2.2.16一
乐句乐段有哪些特征／049 2.3单二部曲式论述题／050 2.3.1单二部曲式有哪些特征／050 2.3.2有再现单
二部曲式的中间部分有哪些特征／050 2.3.3有再现单二部曲式的再现句有哪些特征／051 2.3.4没有再现
的单二部曲式有哪些特征／051 2.3.5如何辨析四乐句乐段和单二部曲式／052 2.4单三部曲式论述题
／053 2.4.1有再现单三部曲式有哪些特征／053 2.4.2单三部曲式的第一部分有哪些特征／053 2.4.3单三部
曲式的发展中部有哪些特征／054 2.4.4单三部曲式的对比中部有哪些特征／055 2.4.5单三部曲式的再现
部常用哪几种形式／056 2.4.6怎样判别假再现／056 2.4.7并列式单三部曲式有哪些特征／057 2.5复三部
曲式论述题／057 2.5.1复三部曲式有哪些特征／057 2.5.2复三部曲式的第一部分有哪些特征／058 2.5.3复
三部曲式的三声中部有哪些特征／059 2.5.4复三部曲式的插部有哪些特征／059 ⋯⋯ 第三单元音乐作品
实例分析 附录 参考文献 全国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院校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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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研丛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转调一般发生在后半部分，常见于后乐句结构内部或后乐句结束位置，稳定性不
强，具有开放乐段的特点，因而其内部主调的主导性、统一性大多仍占优势。 3.通过完满终止结束于
从属调的乐段，对于主调而言其调性仍然具有开放性。 2.2.6开放性乐段有哪些特征 答：开放性乐段由
于不稳定的和声或转调而产生听觉的期待，使重心后移，结束感不完满，加强了与后面部分连接的连
贯性，一般作为更大曲式结构的一部分。 延伸解读： 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早期，独立的乐段几乎都
是以全终止结束，否则要通过补充形成完满终止，终止时一定要有稳定感。到贝多芬、舒伯特时期，
不完满终止也常作为结束终止，因而可以不再补充。 开放性乐段因终止的相对不稳定性，和其他曲式
部分结合更加紧密，由此增加了句读划分难度。分析时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1.开放性乐段的判别，
首先要确认该部分能否作为乐段结构独立出来，可参考以下几点：结构长度应该具备乐段规模，素材
、多声织体与相邻部分形成较为明显的对比或突然改变，与相邻部分在调式、调性等方面对置，乐段
本身的反复。 2.从局部分析，单一调性乐段中的“开放性”与“收拢性”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开放性
乐段是指终止于属和弦或其他不稳定和弦，而没有结束于主和弦并稳定终止的收束。但从整体分析，
乐段的稳定与否应该是针对主调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局部的“收拢”则可能是整体上的开放。
由此，开放性乐段的终止式可能有以下几种形式：（1）乐段结束于主调的属和弦或从属和弦，以半
终止收束；（2）乐段通过阻碍终止收束；（3）乐段为转调结构，在从属调上以半终止、阻碍终止等
形式收束。 3.如果乐段为转调结构，并在从属调上以完满终止收束，则其终止式具有双重属性：相对
于转人调性而言，属于收拢性终止；相对于主调而言，却属于开放性终止。如在复乐段分析时，常将
其归类为开放性终止的类别。 2.2.7什么是乐段的补充终止 答：在终止或结束终止之后，为使音乐更完
满结束，再增加一组甚至数组收拢性的和声进行，使音乐继续发展，称为“补充终止”（简称“补充
”），是乐段扩展方法之一，它导致结构的外部延长。 延伸解读： 补充不影响乐段的基本结构，其
作用在于终止式后巩固调性，强化终止结束感，并打破结构均衡，使乐段结构富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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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研丛书》

编辑推荐

《音乐考研丛书:曲式与作品分析》主要面向音乐考研的考生和在校准备参加本门课程考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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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考研丛书》

精彩短评

1、书的质量不错，包装很好。用的 感觉还可以。
2、和李虻更早的一本书内容恐怕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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