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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特级教师文库》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很有意义。
编辑出版这套《文库》目的有二：一是支持一批特级教师总结自己多年教育教学实践，促进特级教师
在思考、总结、提炼、升华实践经验的过程中登临新的境界。
所以，《文库》的出版列入了教育部“跨世纪园丁工程”的“特级教师计划”。
二是推广特级教师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教育科研的成果与经验，将特级教师在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
带动、示范作用扩大到更广的范围。
后者是主要的目的。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赖于建设的加强。
课程教材建设、校舍校园建设、图书资料建设、仪器装备建设、后勤服务建设、教育信息化建设等等
，这些建设都是教育事业发展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支撑；但是，对于教育事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建设
是教师队伍建设。
决定教育质量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决定教育水平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教师队伍的水平。
今天，我们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们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基础教育；我们
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构建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最重要的工作依然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我们必须努力建设一支数量适当、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我们只有把这项工作看得很重很重、抓得很紧很紧、做得很实很实，我们发展教育事业的宏伟蓝图才
能够高质量、高效益地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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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教学新视角》从音乐思维、情感与文化的角度对音乐教学进行了新的阐释，运用形象思维
的理论，在研究音乐特性的基础上对音乐思维、音乐情感、文化与音乐教育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提出了“文化中的音乐教学”的观点，主张在文化的大背景中丰富学生对音乐的情感体验，发展
音乐思维，引导学生深入地感受音乐、理解音乐，更好地发挥音乐的各种功能和作用，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针对当前音乐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方法和建议。
《音乐教学新视角》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还有实践层面的探索，行文流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可读性较强，对中小学在新课程背景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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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文漪，1946年生，江苏吴江人。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音乐教师，音乐课程标准课题组成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音乐心理学学
会会员，《儿童音乐》月刊编委。
1994年被评为特级教师。
从教四十多年来，潜心音乐教育的实践与研究，逐步形成了“以欣赏为中心的综合音乐教学”和“文
化中的音乐教学”的教学特色，多次在东城区、北京市作观摩教学，并在全国第四届国民音乐教育改
革研讨会上作公开课。
2000年被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音乐实验教材（小学）的副主编，并多次在全国各地
举办音乐教育专题讲座。
1986年为中央电教馆录制了《怎样欣赏音乐》的电视讲座，1989年参与了《北京市中小学生音乐欣赏
有声教材》的编写，2003年为北京市教委主办的“空中课堂”录制了系列教学节目《怎样欣赏音乐》
。
著有《小学音乐欣赏教学》、《小学音乐欣赏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思维·情感与音乐教学》、《
文化与音乐教学》等，主编有《菲菲猫音乐旅行记》和《小学审美教育》，发表《音乐思维简论》、
《音乐教育杂谈》等论文数十篇。
先后被评为北京市东城区“十佳模范教师”、“人民教师”和北京市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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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音乐的物理属性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
构成音乐的物质材料是声音。
声音的物理属性是音乐特性的基础，所以我们在研究音乐特性时首先要了解一下声音的物理属性。
　　声音是一种物理现象。
它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在空气中形成声波传到人的听觉器官，使我们听到了声音。
如自然界的雷雨声，机器的轰鸣声，小鸟的叫声，蜜蜂翅膀振颤发出的嗡嗡声，人的声带振动发出的
声音，各种乐器发出的声音，等等。
　　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音有四种物理属性，即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
　　（1）音高。
音高是由物体振动的频率所决定的。
振动频率快的则音高，振动频率慢的则音低。
对人的耳朵来说，对音高的感觉是有范围的，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感觉到。
声波的频率我们用赫兹为单位，即每秒钟振动的次数，一般在16～20000赫兹之间。
　　（2）音强。
音强是由物体振动振幅的大小决定的，振幅大的音强，振幅小的音弱。
人的耳朵对音强的感觉也是有一定范围的。
我们用分贝来计算音的强度，一般在o～120分贝之间。
其中0～80分贝是人听觉承受的标准，80～110分贝是极限范围，130分贝就是痛阈了，超出了允许范围
，到了160分贝时耳膜就会有被震破的危险。
　　（3）音长。
音长是指物体振动延续的时间。
比如火车的汽笛声就很长，打锤的声音就很短。
　　（4）音色。
音色的构成比较复杂，它是由物体振动的频率、振幅和发志过程三种因素决定的，任何一种因素变化
都可形成一种新的音色，所以世界上的音色是无限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教学新视角>>

编辑推荐

　　音乐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呢？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是音乐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使然，还是由于我们主观的感受所致？
是音乐在表现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还是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为音乐提供了源泉？
⋯⋯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音乐才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质、全面
发展的人才。
⋯⋯这咱音乐教育理念促使我们对传统的音乐教学进行反思，也为我们进行音乐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即从音乐思维、情感与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音乐教学。
如果能在掌握一定音乐知识技能的基础上教会学生思维，通过音乐思维丰富音乐的情感体验，并在文
化的大背景中感受音乐、理解音乐，那么就能更好地发挥音乐的各种功能和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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