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课程音乐教学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课程音乐教学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4033316

10位ISBN编号：7304033312

出版时间：2005-9

出版时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莉　主编

页数：2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课程音乐教学法>>

内容概要

音乐教学法是师范院校音乐院系以及继续教育部门开设的基础课程，也是教师教育的必
修课程。
任何一名成长中的音乐教师都非常关注音乐教学法的研习，特别是2001年正式启
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音乐新课程对在读的准音乐教师和一线音乐教师均提出了
严峻的挑战，这更促使音乐教师将目光投向在新音乐教育理念指导下的音乐课堂教学实践，
这也是我们重新编写新课程音乐教学法的动力与初衷。

教育部一位课程专家在首师大举办的全国教育学学科年会的发言中谈到：“本次课程改革，成也教师
，败也教师”。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音乐教师如何在更新观念的前提下理解新课程、在提高素质的基础
上实施新课程、在全新的音乐教学实践过程中有效操作新课程，成为本次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为了帮助音乐教师适应新课程，我们根据音乐课程标准的新理念、新内容、新要求与中小学音乐课堂
实际，编写了这本《新课程音乐教学法》。

为了便于音乐教师学习，本教材从音乐课堂教学实践出发，直切主题，有针对性地研究音乐教师每天
面对的音乐课堂教学实际，从音乐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在新标准要求下形成的音乐课堂、新课堂形
成的音乐教学新类型、新音乐课堂教学所需要的教学原则、符合新课程理念的音乐教学范型、课前准
备阶段的音乐教学设计、新课程音乐教学对音乐教师提出的新要求、现代音乐教学所需要的媒体技术
、针对音乐课堂教学提出的音乐教学策略，以及为教师提供参考的现代国外音乐教学法介绍等方面进
行了系统论述。

从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需求出发，从音乐教师自身成长的需求出发，从促进音乐教师对新课程
的理解与操作出发，每章提供了大量教学片段或案例，力求理论联系实际，力争通俗易懂。
尽可能为音乐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具体而实际的帮助。

新课程的实施对我们每一位教师来说，都是一个“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过程，本书的撰写，
实际上也是笔者在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以及新课程实验基地的师资培训中对音乐新课程进一步学习
、理解、认识、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也是笔者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小学音乐教学法”教学节目播出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它既是电视教学节目的辅助读物，也是准音乐教师和一线音乐教师的学习教
程。

 愿本书成为音乐教师的好友，伴随我们和新课程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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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莉，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副主任，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副会长，国家基础教育艺术
课程标准组核心成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工作专家指导组成员，同时兼任中国音协音教委奥尔夫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协音教委柯达伊学会常务理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艺术研究发展中心
副主任，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会员，国际柯达伊学会会员。
多年从事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发表大量论文，出版专著、合著、教材多部。
多次赴国外留学、考察、讲学和交流，并赴全国各地讲学与培训师资。
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三年荣获首都师范大学“优秀主讲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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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通过音乐审美教育培养高尚完善的人格。
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每一个学生都必须接受音乐教育，教师就必须面向全体同学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音
乐天资高的学生。
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有权接受音乐教育，有权学习、了解、掌握一个普通人应有的音乐听赏能力和基础
的音乐知识与技能，这是普通教育的特性所决定的，是国家给予国人的均等机会和基本的权益。
　　以往的音乐教学表面看起来似乎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教学方式与教学
效果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全体学生的需要，而是偏向于少数“尖子生”和学校的“业绩”。
必须承认，在音乐才能方面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例如有人能唱会演，有人五音不全；有人节奏
感强，有人却找不着拍点；有人手大，适宜学习乐器，有人手小，不具备学习这类乐器的基本条件，
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具备学习音乐的才能和权利。
我们认为，就学习音乐而言，人人都有才能，人人是“天才”，差异仅仅是才能与才能比较的相对差
异，并不意味着权益的不同。
音乐作为人类创造出来表达自身情感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同，表现出强烈的人本
特征，它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及规律密切相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
例如，音乐的节奏就是人的生理节奏与运动节奏的体现，人类生产与生活中腿部的各种动作，实际就
蕴含着各种节奏和所有音符的时值。
因此，具有腿部功能的人稍经训练，都可掌握音乐的基本节奏。
真正不具有节奏感觉的人，属于极其特殊的例子。
换句话说，如果教师发现班里有许多节奏感差的人，正说明他们过去训练较少，错过了最佳发展敏感
期，使原属于人的本能的节奏感逐渐萎缩和弱化，教师应该选择适当的方法，以最自然最接近人体的
方式，加强节奏训练，找回属于每个人的音乐本能。
教师的职责就是将学生的不会变成会，是在学生原有能力（潜能）的基础上，在学生可能达到的基本
条件下，努力发展和提高他们的能力。
如一时有部分学生达不到要求，教师也不能降低标准或舍弃这一部分人以专注于冒尖学生，教师应该
迅速调整教学方法，用更多的办法因材施教，因材适学，以达到整体提高素质的目的。
例如，近年北京八中根本改变了该校合唱队的组成方式，原先以争取比赛第一名为目的，从各班选拔
声音条件好的、音准的学生参加，再请专家来辅导排练。
现改变为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由教师自己排练、选择或者编配曲目，以满足学生的需要，以培养学生
兴趣和提高他们的能力为目的。
当学生提出自己五音不全，但很想到合唱队来“熏熏”的时候，教师一律敞开双臂欢迎，并在合唱中
帮助他们提高演出水平，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他们追求的是真实的教育结果和目的，这样，即使奖杯不会年年落到该校手里，但这一改革却体现了
真实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综上所述，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必须真正地为素质教育服务，教学必须从培养人这一根本目的出发
，面向所有的学生，选择适合每一个人学习音乐的角度与途径，寻求适合众人参与的形式，采取人人
都可接受的方法与手段，把音乐作为广博文化的一部分，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效地使每一个人都能走“
近”音乐、从而走进音乐，真正接受音乐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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