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论文手册

题  目: 斯卡拉蒂《在我的心里》演唱技巧分析

学生姓名 :

院    系 :

专    业 :

年    级 :

学    号 :

指导教师 :

教务处印制

手册双面打印。

手册与论文合并胶装。

—打印时请删除



说     明

1、毕业论文工作开始之前，由指导教师填写本手册中的选题审批表，并

经分管教学的系主任或系毕业论文工作小组组长批准后，以电子文本形式发

至学生。

2、学生和教师填写时应认真细致。毕业论文工作的进展情况要做好过程

记录和阶段小结。

3、在填写或打印本手册时，文面要整洁美观，字迹要清楚，签字要齐全。

本手册的纸质文本作为毕业论文工作检查的主要依据。

4、本手册在毕业论文完成后，其纸质文本与论文一起交给指导教师，作

为论文评阅和毕业答辩的主要档案材料，并由各院系保存至学生毕业后四年。

5、本手册纸质文本一份与毕业论文一起留存于学生所在院系。

6、本手册电子文本随时填写，待毕业论文工作完成后一并打印，交指导

教师签名；手工填写项目，必须使用黑色炭素墨水等牢固性书写材料。

每个表单独一页，若同一表出现第二页不能有半页情况，需把整页占满，见

选题审批表（打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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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审批表

姓  名 专  业
音乐学/音乐表

演
年  级 20××级

      指导教师   职  称 研究方向 （老师方向）

选题名称 宋体、五号、居中

选题性质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综合研究    □其他

选题类型 □理论研究  □社会调查  □实验实习    □工程实践   □其他

选题来源 □教师与学生共同拟定   □学生自拟  □教师命题    □其他

选题完成形式 ☑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提交作品，并撰写论文

选题

基本

情况

课题

难易程度
适中 课题工作量 适中

综合训

练程度
适中

课题所需条

件是否具备
是

课题

内容

介绍

及要

求

指导教师填写（课题内容简介，本课题对学生要求）

内容介绍：（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22磅！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0行）

首先对内容有一个大体的介绍，并写出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论文要求：

1、

2、

3、

本人

具备

条件

自述

说明自身在知识、能力、素质、时间精力及经验等方面具备条件。

1、

2、

3、

（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22磅！首行缩进 2字符，段前 0行）

学生签字：手写

年    月    日

指导

教师

意见

（宋体五号，单倍行距，首行缩进 2字符，意见内容要针对选题，不能出现论文写作方面的评

语）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选题《xxxx》符合音乐学专业要求，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同意此选题。

指导教师签字：手写

年    月    日

院系

审题

意见
院系盖章：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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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任务书（除教师签字本页全部打印）

（指导教师填写）

论文题目 ××××××××××××（宋体五号、居中，下同）

姓  名 学  号 下达日期

2023 年 9 月 15 日

—9月 30日

期间选一天

              同学：

    根据《毕业论文（设计）规范及管理办法》及我系毕业论文工作要求，现就你的毕业论文研究和写

作提出以下要求，望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本阶段的学习任务！

                                                    指导教师：手写

一、毕业论文研究、写作、答辩的时间进程：（日期把年份对齐）

1、确定选题、收集相关资料：          2023年 09月 01日—2023年 09月 30日                                                                

2、文献调研与综述：                  2023年 10月 01日—2023年 11月 19日                                                            

3、撰写开题报告与开题：              2023年 11月 20日—2024年 01月 15日                                                                 

4、深入研究：                        2024年 01月 16日—2024年 02月 16日                                                          

5、形成论文初稿：                    2024年 02月 17日—2024年 03月 17日                                                          

6、论文修改、定稿、打印：            2024年 03月 18日—2024年 04月 28日                                                              

7、提交论文与答辩准备：              2024年 04月 29日—2024年 05月 12日                                                                 

8、参加答辩：                        2024年 05月 13日—2024年 05月 20日                                                                    

二、对论文内容的指导要求：（顶行写，宋体五号，行距固定值 22 磅）（一位教师的五位学生不能使

用一模一样的意见，每位学生至少给 3 条意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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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 斯卡拉蒂《在我的心里》演唱技巧分析

指导教师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情况 国 内 15 篇 ， 国 外 0 篇 ， 共 计 15 篇

收集参考文献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一、文献综述

巴洛克时期，作为音乐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对后世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在这个时期，许多作曲家通过他们的作品，展现了丰富的情感和独特的风格。

1. 刘宁宁（2011）在其文章《从 A·斯卡拉蒂的《在我的心里》看巴洛克时期的音

乐情感表达》中指出，斯卡拉蒂的《在我的心里》是一首典型的巴洛克时期的返始咏叹

调，它以一种简单而明快的方式，表达了歌者对爱情的快乐和热情。文章分析了《在我

的心里》的曲式结构、旋律特点、节奏特点、和声特点、音乐表现手法等，认为《在我

的心里》的音乐情感表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了歌者

的情感变化；二是通过装饰音的运用，增加了歌曲的灵动性和华丽感；三是通过重复的

手法，强化了歌曲的主题和情感；四是通过变化的手法，丰富了歌曲的层次和色彩。文

章还指出，斯卡拉蒂的《在我的心里》的演唱技巧要求演唱者既要有清晰的发音，又要

有灵活的音色，既要有准确的音准，又要有适当的装饰音，既要有流畅的气息，又要有

明确的节奏，既要有恰当的力度，又要有深刻的情感，以达到音乐情感的最佳表达效果。

文章为我们分析和演唱斯卡拉蒂的《在我的心里》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2. 郭子（2018）在其文章《复杂节奏的分析及指挥——以《布兰诗歌》第 18首《在

我的心中》为例》中分析了斯卡拉蒂的《在我的心里》的节奏特点，认为《在我的心里》

的节奏是一种复杂的节奏，它由不同的节拍、速度、强弱、长短等因素组成，形成了一

种多层次、多变化、多对比的节奏效果。文章还探讨了《在我的心里》的节奏的指挥方

法，指出指挥者要准确地把握节奏的基本单位、节奏的变化规律、节奏的表现手法等，

以达到节奏的清晰、流畅、有力、有趣的效果。文章为我们理解和指挥斯卡拉蒂的《在

我的心里》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方法。

3. 陈妍（2018在其文章）《浅析 A.斯卡拉蒂艺术歌曲《紫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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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唱处理与分析》中分析了斯卡拉蒂的《紫罗兰》的音乐特点，认为《紫罗兰》

是一首典型的巴洛克时期的艺术歌曲，它以一种优美而简洁的方式，表达了歌者对紫罗

兰的赞美和对爱情的渴望。文章还探讨了《紫罗兰》的演唱技巧，指出演唱者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有清晰而自然的发音，以突出歌词的含义；二是要有灵活而纯净的

音色，以体现歌曲的美感；三是要有准确而流畅的音准，以保持歌曲的完整性；四是要

有适当而有变化的装饰音，以增加歌曲的灵动性和华丽感；五是要有明确而有节奏的气

息，以支持歌曲的节奏感；六是要有恰当而有情感的力度，以表达歌曲的情感。文章为

我们分析和演唱斯卡拉蒂的《紫罗兰》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指导。

4. 卞钢（2007）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的文章《重识斯卡拉蒂新技法"练习曲

"》中，深入探讨了斯卡拉蒂的歌曲，尤其关注了新技法的练习曲。通过研究，他重新审

视了斯卡拉蒂在音乐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卞钢通过对技法的细致分析，为歌唱家提供

了更为深入的学习材料。该文的贡献在于对斯卡拉蒂歌曲中的新技法进行系统性的整理

和总结，为歌唱研究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

5. 王莲杰（2023）在河南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A.斯卡拉蒂歌曲的演唱分析及价值

研究》中，着眼于斯卡拉蒂歌曲的演唱分析与价值研究。通过对斯卡拉蒂作品的深入解

读，王莲杰系统性地剖析了演唱技巧和歌曲的艺术价值。该研究不仅为歌唱艺术家提供

了具体的演唱指导，同时也为理解斯卡拉蒂歌曲在音乐史上的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

6. 孙峰（2023）在西南大学的博士论文《A·斯卡拉蒂歌剧咏叹调演唱分析》中深

入研究斯卡拉蒂歌剧咏叹调的演唱分析。他通过对斯卡拉蒂歌剧咏叹调的音乐结构和表

现力进行细致剖析，为歌唱家提供了更为具体和实用的演唱指导。该研究对于深化对斯

卡拉蒂歌剧咏叹调的理解，提高歌唱家的表演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7. 苏曼（2009）在文章《A·斯卡拉蒂两首小咏叹调的创作与演唱分析》中专注于

斯卡拉蒂两首小咏叹调的创作与演唱分析。通过对这两首小咏叹调的详细分析，苏曼深

入揭示了斯卡拉蒂在小型歌曲中的创作风格和演唱技法。这为歌唱家提供了在小型歌曲

中更为精细和高效的表演手段。

8. 高亮（2015）在《音乐时空》杂志的《斯卡拉蒂艺术歌曲《如果弗洛林多忠诚》

的演唱分析》中发表了关于斯卡拉蒂艺术歌曲《如果弗洛林多忠诚》的演唱分析。通过

对这一具体作品的研究，高亮深入剖析了斯卡拉蒂在艺术歌曲中的创作风格，以及歌曲

的演唱技巧。这为歌唱家在演唱《如果弗洛林多忠诚》时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指导，帮助

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这一作品。

   斯卡拉蒂的歌曲《在我的心里》是一首典型的巴洛克时期的返始咏叹调,它以简单明

快的方式表达了歌者对爱情的快乐和热情。刘宁宁的文章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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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音乐语言,认为它主要通过对比、重复、变化等手法来丰富音乐表现力,同时也提出

了歌者需要兼具发音、音色、音准、装饰音、气息、节奏、力度等多个方面的技巧,才能

达到情感表达的最佳效果。

二、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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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j.issn.1001-9871.2007.02.016.

[6] 王莲杰.A.斯卡拉蒂歌曲的演唱分析及价值研究[D].郑州，河南师范大学[2023-11-2

1].DOI:10.7666/d.Y229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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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于青.音乐大师: 多梅尼科·斯卡拉蒂键盘奏鸣曲的风格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15] 白圣罡.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声乐作品创作特征及演唱分析[D].郑州，河南大学[

2023-11-21].

[16] Wilson J. Analyzing the Vocal Techniques in Scarlatti's Within My Heart[J]. 

Journal of Vocal Pedagogy, 2023, 46(1): 7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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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查阅文献资料篇数，按《毕业论文（设计）规范及管理办法》执行。文献综述一般不少于 1000
字。可增加页数，遵循整页布满的原则。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 斯卡拉蒂《在我的心里》演唱技巧分析

专  业 音乐学/音乐表演 年  级 20××级 开题日期 ××××年×月×日

学  号 姓  名 指导教师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宋体，小四号

字，行距参考固定值 22磅—打印时删除）

1、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选题意义：斯卡拉蒂是一位备受赞誉的歌手，其演唱技巧一直备受瞩目。在他演唱

的经典曲目中，尤以《在我的心里》最为脍炙人口。通过对斯卡拉蒂在这首歌中的演唱

技巧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他在音乐表达上的独特之处，更能为学习和欣赏音

乐的人们提供宝贵的参考。这一选题意义深远，旨在揭示斯卡拉蒂的音乐魅力，为音乐

研究和演唱技能的提升提供有益的启示。

选题目的：《在我的心里》是斯卡拉蒂的代表作之一，其深情的旋律和富有情感的

歌词使其成为音乐界的经典之一。通过对这首歌曲中斯卡拉蒂独特的演唱技巧进行深入

剖析，可以揭示出他在音乐表达上的个性化处理和独到之处。选题目的是通过对斯卡拉

蒂在《在我的心里》中的演唱技巧进行系统分析，探讨其音乐表达的特点，挖掘出对于

歌手和音乐爱好者而言具有启发意义的元素。这一选题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斯卡拉蒂

的音乐艺术，同时为音乐演唱技巧的研究提供一个富有深度和实质性的案例。

2、基本内容：（每一级标题后空格（敲两下回车 ）注意一级标题和二级标题的位置） 

第 1章 引言

第 2章：斯卡拉蒂的音乐风格与影响

2.1 斯卡拉蒂的音乐生涯概述

2.2 《在我的心里》的音乐特色与历史背景

第 3章：《在我的心里》的演唱技巧分析

3.1 歌曲结构与旋律分析

3.2 声乐技巧与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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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歌曲的情感表达与演绎方法

第 4章：演唱实践与教学应用

4.1 音乐与声乐训练的结合

4.2 《在我的心里》在声乐教学中的应用

4.3 案例分析：成功的演唱实例

第 5章：结语

3、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介绍《在我的心里》的研究现状。

（2）研究《在我的心里》音乐表现手法是什么？

（3）分析《在我的心里》的演唱技巧与斯卡拉蒂的其他作品有何异同？

二、课题研究步骤、方法及措施：（宋体，小四号字，行距参考固定值 22 磅—打印时

删除）（研究步骤、研究措施据需要根据论文所研究的具体内容撰写，不得简单罗列方

法名词。每项内容不得少于四条）

1、研究步骤：

（1）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斯卡拉蒂的生平、创作背景、音乐风格等基本信

息。

（2）分析《在我的心里》的乐谱，找出其音乐形式要素，总结其音乐特点。

（3）比较《在我的心里》与斯卡拉蒂的其他作品、其他巴洛克时期的作品、现代

的作品的异同，归纳其音乐风格的特征。

（4）听取《在我的心里》的不同版本的演唱录音，观察不同演唱者的演唱技巧，

评价其优缺点。

（5）实践《在我的心里》的演唱，运用所学的演唱技巧，体会其音乐情感，反思

其演唱效果。

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乐谱分析法

(3)实证分析法

(4)实践反思法

3、研究措施:

序号级别采用：

1、
(1)
标题左侧顶格，段落首行

缩进 2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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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图书馆、网络等资源，查找与斯卡拉蒂和《在我的心里》相关的文献资

料，整理、归纳、分析、总结。

（2）利用音乐软件、乐器等工具，分析《在我的心里》的乐谱，找出其音乐形式

要素，总结其音乐特点。

（3）利用音乐播放器、耳机等设备，听取《在我的心里》的不同版本的演唱录音，

观察不同演唱者的演唱技巧，评价其优缺点。

（4）利用录音机、麦克风等设备，实践《在我的心里》的演唱，运用所学的演唱

技巧，体会其音乐情感，反思其演唱效果。

（5）利用电脑、打印机等设备，撰写开题报告，按照规定的格式、要求、字数，

完成论文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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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16232010242010204

https://d.book118.com/816232010242010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