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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是依据教育部制定的《高职高
专教育音乐欣赏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而成的。
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举措，而加强文学、音乐等人文社
会科学教育则是其主要内容。
考虑到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同时考虑到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开设“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时数和学生
对这一课程的爱好与需求不尽相同，所以作者在编写本书时，特别注重教材的适用性，即以欣赏古今
中外著名音乐作品为主线，授课教师可根据本校的具体情况灵活安排取舍。
　　本书的特点可归结为两点：一是从音乐本体入手，力求帮助学生了解音乐艺术的特殊性和表现手
段，从而走出一味依赖“专家解释”而缺乏自我在听觉上的真切体验的误区；二是应使学生在愉快地
阅读和聆听过程中掌握中国和西方的音乐名作，并从中领会作品所体现的深厚文化意蕴。
同时，为强化课堂教学效果，本书配有多媒体光盘，其中“音乐欣赏入门”部分专门介绍了音乐欣赏
的基本知识，包括对音乐构成诸要素如节奏、旋律等表现意义的解说和音响实例。
光盘中还有大量图片以及书中涉及到的作品音响，这些资料以及灵活的互动式结构，可使课堂教学获
得生动的效果，也为学生复习提供了方便。
此外，光盘中还有乐器小辞典、体裁小辞典，以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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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本书由音乐学院资深教授和长年从事高职高专院校音乐教学工作的教师共同编写，注重实用，针对性
强。
本书对如何欣赏音乐、音乐的基本要素以及音乐表演与欣赏等环节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深人讲解，并
配有大量的名曲实例和对学生进行听觉训练的内容。
本书附有光盘，在强调互动性的同时，对音乐欣赏的技术性难题进行了讲解，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
境里欣赏音乐，提高素养，司时方便教师授课，活跃课堂教学。
本书可供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学
生使用，亦可供音乐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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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
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走了很多弯路甚至是错路，但回过头来，看着这一串串
稚嫩蹒跚的脚印，也会感觉出所取得的明显进步。
　　新中国成立初的十七年，中国音乐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而且是在东西方对立
的、半封闭的状况下进行的全面建设。
战争年代，我国在较长时期内被分隔成“国统区”和“解放区”，有时还要分出一块为“沦陷区”，
这两支有时是两支以上的音乐家队伍随着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胜利会师了。
当时除了少数在台湾及港澳的音乐家们仍被隔绝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工作外，大多数中国的音乐
家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新音乐文化的建设中。
连年的兵火战乱，哪里都是千疮百孔。
虽然百废待兴，但人们的精神面貌饱满向上，音乐文化方面的各项工作，均呈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
气象。
　　1953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宣告成立，这是我国音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主席为吕骥，副主席是马思聪、贺绿汀。
作为群众性的专业团体，它团结了全国各民族音乐家（包括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理论家、教育
家、词作家、音乐活动家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
新”的方针，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进行创造性劳动。
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49年冬在天津、上海首先建立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初名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
。
1952年经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后，又相继在沈阳、成都、西安、广州、武汉等地分别建立了音乐学
院（名称稍有出入），1964年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
这些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与系科设置大致相同，一般有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演唱、演奏（中外乐器
）等，有的还设音乐学、指挥、歌剧等系科。
当时为了使专业音乐教育走上正规化道路，基本上采取了借鉴苏联经验的方针，并有计划地聘请了一
批苏联或东欧的有教学经验的音乐专家来华授课。
同时，我国也向这些国家派出留学生。
这些措施的实施，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音乐专门人才，也普遍提高了音乐院校的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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