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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课题研究的进行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课程结构体系的改革应当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载体。
只有课程结构体系合理，各门课程的设置及其教材内容适应教育基本理念、培养目标的要求，才能培
养出全面发展的、创新型的中小学和其他学校的音乐教师。
为此，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单位一致同意组织“新世纪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本科教材系列”的编写工作，
并决心发挥集体优势，群策群力，努力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
    本系列第一批10部教材的选题原则是：一、为适应《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
）》的贯彻，对原有课程没有包含或涵括不够全面的教材，优先组织编写。
譬如：如果不开设《世界民族音乐》，要做到“理解多元文化”就比较困难；如果不开设《计算机音
乐》，就不会用计算机来进行音乐创作，也不能制作相应的课件；为了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分析通俗
音乐，必须开设《中外通俗音乐》；为了使青年学生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体裁形式、各民
族各地域传统音乐的特点和综合性特点，必须开设《中国传统音乐》；为了贯彻多学科综合的原则，
音乐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掌握音乐审美和音乐表演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具备舞蹈和戏剧表演方面的知
识和技能。
所以，必须开设《舞蹈与戏剧表演》；为了使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明确本学科的性质、地位、意义，
以及基础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位置、作用，必须开设《音乐学与基础音乐教育》等。
可是，以上这些课程及其内容，过去或者是缺门，或者是不够全面。
因此，我们组织编写了以上6门课程的适应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本科生教学需要的教材。
二、以往有些教材太过强调自身体系，而不够实用，不能适应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本科生的实际需要。
这次运用整合的办法，使相关的某些课程合而为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学以致用。
如：将原有的《和声学》、《复调写作基础》、《配器法》、《曲式学》等合并为《多声音乐写作与
分析》，使4门课程有机整合；将《合唱》、《指挥》两门课合并为《合唱与指挥》，使学生能在合
唱的同时，注意老师的指挥，理解指挥、掌握指挥。
反之，又能从指挥的角度来理解合唱，倾听声部关系。
三、提倡从新的视角来理解某些课程的内容，以适应贯彻新课程标准的需要。
如：《音乐基础理论》不仅从音乐的基础知识来认识乐理，而且从文化的视野、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角
度来理解乐理；《乐队编配与训练》则希望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既是乐队音乐的编创者，又是乐队
的组织者与训练者。
    我们希望以此为开端，能有第二批、第三批教材继续出现。
    同时，殷切期望广大师生在使用以上教材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提出修改、补充意见，以求本
系列各部教材的不断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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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本体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说：“有些事物独立存在，有
些不能，前者为本体。
”本体即事物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及基本属性。
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对本体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本体是不可认知的自在之物，是人的认识能力不
能达到的“彼岸世界”。
本体是指相对终极的存在，也就是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的起源。
辩证唯物主义否认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宇宙万物只有尚未认
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
而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变化发展的。
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事物本身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部环境是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因此，认识事物本体，需要认识事物的性质和基本属性，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认识事物与他物之间
的关系。
　　音乐教育源自于人类音乐与教育两类社会存在，完整把握音乐艺术与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认识音
乐教育现象的基础。
即音乐本体与教育是构成音乐教育本体认识的必要部分。
　　第一节 音乐本体论　　一、音乐本体的起源　　1. 劳动起源说　　劳动实践创造了音乐的观点，
在中国古已有之。
汉《淮南子·道仕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它解释了人在劳动实践中所发出的音响节奏是音乐起源的主要动因。
　　恩格斯说：“由于劳动导致了人类各种器官的完善，从而使艺术产生成为可能。
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及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逐渐复杂化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了如此
高度的完善。
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劳动实践不仅创造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原始艺术以及所有的观念、意识形态。
　　2. 游戏起源说　　音乐起源于原始游戏冲动，历来是起源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
德国美学家席勒认为劳动实践唤起感性冲动与理性形式冲动的结合并不能产生艺术，只有无目的而产
生的游戏冲动，才是艺术美的起因。
这种在游戏冲动中获得的自由快感，才是音乐起源的基础。
心理学家斯宾塞也认为：“音乐起源来自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过剩精力的发泄，是力量的一种非自然
的练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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