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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高等师范音乐院校是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主要基地和摇篮，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直
接关系到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成败。
而教师、教材、学生是音乐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其中音乐教材编写质量的高低，往往直接影
响到音乐人才培养的质量，所以也一直是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音乐教师们十分重视和关注的问
题。
　　自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各类教材相继问世，这对我国20多年来的高等音乐教
育的办学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近年来高等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有些教材已不适合新的教育形式的需要，甚至对教
学改革有阻碍作用。
　　教育部于2004年12月公布了新的《全国普通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不但确定了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同时也为编写和出版更适合普通院校音乐专业使用
的教材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音乐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可供咨询的依据，从而可以更有力地加
强和推动音乐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
　　基于上述想法，2008年春，廊坊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联合河北、山东、河
南3省16所院校的37名音乐专业教师，共同研究探讨编写出版一套带有自身特色的、完全适合地方院校
使用的音乐专业教材。
现在就已定稿的书稿来看，整套教材基本上达到了当初拟定的编写思路与编写要求：教材内容主要面
向地方院校音乐专业本专科学生，在教材中力求体现教学范式的多样化，突出了实用性和时代特色，
根据需要在部分教材中适当加入了提示性的文字，音乐史类教材中尽量加大了图片的比例，音乐欣赏
教材适当考虑兼顾了公共选修课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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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高等院校音乐类‘十一五’规划教材”，本套教材面向高等院校音乐类本、专科普修学生
编写，充分结合师范院校教学实际情况，内容充实，简明适度，练习多样，层层递进。
本书包括音乐的基本要素和表现特征、中外民歌及民间歌舞音乐、中国民间器乐曲、戏曲与曲艺音乐
、中外艺术歌曲、中外大型声乐作品、外国舞曲与进行曲作品、特性曲与标题性小品、中外大型器乐
作品、中外歌剧、中外舞剧音乐、流行音乐等12个章节。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艺术课程选修教材作用，亦可
作为音乐学习者、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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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怎样才算听懂音乐了呢？
”其实，对于音乐，有了感受就是懂，不同的感受都是懂。
面对音乐，你不必担心自己的感受是否完全符合作者的原意。
与其刻意地去考证，不如自由地去聆听。
音乐对人原本就是完全开放的，因此具有无限的包容性。
自由聆听、放飞思绪，你个性化的感受就是对音乐一次新的解读，又何尝不是对乐曲内涵的又一次丰
富和扩展呢？
　　当你放下思想包袱，以一种放松而认真的心态来欣赏音乐时，就可以借助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
“听懂”音乐了，从而进入音乐欣赏的更高层面。
　　首先，要多听音乐，从感性上培养对音乐的认识。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欣赏音乐也是这个道理，听多了，自然慢慢地就会听出
些门道。
听辨的练习可以先试着从音乐开始部分中寻找主题或相对完整的旋律性段落开始练起，然后再从乐曲
各部分主题或动机、主要乐器的音色、典型的节奏型、旋律的力度比较等方面逐一关注，并随之增加
难度。
同时，不要忽略对音乐所表达的感情、意境的细心体会。
当你从开始觉得音乐好听，到逐渐能够听辨出音乐的变化和特点的时候，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说
是听懂音乐了。
　　这时，可以“精读”一些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采取分段听和完整听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感情上熟悉它，跟踪音乐的信息，记忆它、分析它、思考
它；理性上可以看一些作品的文字介绍，或请人讲解，以这些辅助手段来帮助我们加深对乐曲的理解
；分层次听，可分别感受旋律、伴奏声部、织体的进行等；最后再进行整体综合的欣赏。
通过反复欣赏，可使我们从音乐中感受“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感受整体的立体感。
这样才能由表及里，逐步深入，加深对乐曲的理解，提高音乐欣赏能力。
　　听音乐也要摄取全面的营养，多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不断扩大自己的欣赏面。
如果只是听自己感兴趣的音乐类型，而对其他方面的音乐置之不理的话，不仅限制了音乐的欣赏范围
，不能够更为整体、全面、深刻地了解音乐，更遗憾的是，会错过无数动人的音乐作品，无法体会到
另一片音乐空间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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