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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达的博士学砬论文《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经过认真修改并将题目也作了调整后
，就要正式出版与读者见面了。
我作为这篇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持者和成员之一，闻此喜讯，甚为欣慰。
一篇学位论文通过之后，不到一年就有出版社接纳，应该是教学与科研领域的一种新气象。
所以，尽管已经当面有过表示了，但我还是要在这里衷心地向他道一声祝贺！
　　2001年5月9日，我曾为这篇论文写了如下的评语：　　该文是作者马达在全面收集自20世纪初以
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各类文献史料、深入考察这一教学领域各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以及它与整个中
国现代教育发展史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完成的。
此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对其中的相关问题作过一定层面的考察，也公开出版了一些历史资料，但多数
限于某些局部范围：本论文则以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为依托，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在这一社会历
史背景中的产生、发展、沿革、变化为主线，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考察、研究，最终较完整、忠实
地展现了它的历史原貌。
从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意义而言，本文填补了我国20世纪中国艺术教育史中学校音乐教育史研究这
一空白，并为推进新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
　　全文的学术成就和价值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史料丰富、翔实，为论文的写作打下结实的基
础。
作者以严肃的史学态度，通过广泛查寻和多方求索，将百年来凡是见诸报端及收存于文献档案的所有
与学校音乐教育有关的资料集于一处，加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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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是作者马达在全面收集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各类文
献史料、深入考察这一教学领域各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以及它与整个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相互关系的
基础上完成的。
此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对其中的相关问题作过一定层面的考察，也公开出版了一些历史资料，但多数
限于某些局部范围：本论文则以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为依托，以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在这一社会历
史背景中的产生、发展、沿革、变化为主线，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考察、研究，最终较完整、忠实
地展现了它的历史原貌。
从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意义而言，本文填补了我国20世纪中国艺术教育史中学校音乐教育史研究这
一空白，并为推进新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全面改革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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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清末民国初期的学校音乐教育第一节 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端一、清末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
二、民国初期的学校音乐教育第二节 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一、学堂乐歌起源之简况二、学堂乐歌的
特点及所存在的问题三、学堂乐歌对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影响第三节 美育与音乐教育思想一、
清末时期的音乐教育思想二、民国初期的音乐教育思想三、王国维、蔡元培、沈心工、曾志态的美育
思想与音乐教育思想第四节 本章结语第二章 “五四运动”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学校音乐教育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一、中小学音乐课程纲要的颁发二、教材建设开始起步三、音乐教育研究中所反映出
来的音乐教学现状四、音乐教育法规的进一步完善五、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的执行情况六、教材建设
走上正轨七、抗战时期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八、40年代之后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九、结语第二节 师范音乐
教育一、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初创期二、新学制的实施三、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四、高
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五、结语，第三节 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学校音乐教育一、土地革
命时期二、抗日战争时期三、解放战争时期四、结语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文革”时期的学校音
乐教育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法规建设二、中小学音乐教育的
实际状况三、美育被列入国家教育方针，音乐教育开始得到重视四、50年代中期中小学音乐教育所存
在的问题五、新中国建立以来颁发的第一套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六、教材建设开始起步七、课外音乐
活动开展活跃八、50年代中期至“文革”时期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九、结语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
育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师音乐教育二、音乐教育法规建设和教材建设开始起步三、新中国成立后
颁布的第一部中师音乐教学大纲四、教材建设的发展五、50年代末期至“文革”时期的中师音乐教育
六、结语第三节 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高师音乐教育二、高师音乐教育的法规
建设三、50年代中期至“文革”时期的高师音乐教育四、结语第四节 “文革”时期的学校音乐教育一
、中小学音乐教育二、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三、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第四章 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校
音乐教育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一、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及美育问题的讨论二、80年代初期所存在的
问题及部分地区所采取的对策三、美育在国家教育方针中的确立及国家音乐教育法规文件的颁发四、
学校音乐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五、落实《总体规划
》，完善音乐教育管理体制六、90年代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颁发、音乐教材的建设及高中音乐欣赏
课的开设七、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八、课外、校外音乐活动的蓬勃发展九、音乐师资状况及
音乐课开课情况十、国家教委有关音乐师资队伍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十一、90年代后期国家对美育、艺
术教育的重视，确立了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十二、结语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一
、音乐教育法规和教材的建设二、中师音乐教育办学状况及部分地区所采取的对策三、音乐教研活动
活跃，教育科学研究有所发展四、中等艺术师范学校和中师音乐班的发展五、课外、校外音乐活动蓬
勃发展六、90年代之后的中师音乐教育七、结语第三节 高等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一、音乐教育法规和教
材的建设二、扩大招生规模，满足基础教育需求三、教研、科研活动的开展，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四、90年代之后的高师音乐教育五、结语总结语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

章节摘录

　　1913年2月，教育部公布《蒙藏学校章程》。
蒙藏学校先设4年制预备科（相当于中学），毕业后另行设立专门科，预备科开设的课程中乐歌课为
必修课程。
1913年3月，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①其中规定4个学年都设立乐歌课，每周1课时；第一学
年的教学内容是。
基本练习、歌曲”，第二、第三学年是“基本练习、歌曲、乐曲”，第四学年是“基本练习、歌曲、
乐器”。
1914年8月，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办艺体专修科，内设图画、音乐、手工、体育等科目，开设的音乐课
程有歌曲、乐器、乐曲等：学校设有专门音乐练习室，购有多种中西乐器，成立有雅乐组及音乐部。
除艺体科以外的全校其他各班级，均以乐歌课为必修课。
同月，原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对音乐教育非常重视，将乐
歌课列为必修课程。
②1914年12月，教育部发文要求各省师范学校及小学校注重音乐课教学，指出音乐科在教育上的重要
位置。
音乐课已成为各学校必修科目。
文件还说明1912年公布的《小学校令>中所谓“不得已时，可暂缺”是为有特别困难情形者而设，不
可任意略去。
今后各小学校务宜设法加课，以期完成。
各师范学校对音乐学科的教学，亦不可偏废，并应酌情增加对音乐教员的培养。
③　　1915年7月31日，教育部颁布《国民学校令》和《高等小学校令》。
文件中规定，将1912年9月颁布的《小学校令》中设立的“初等小学校”改称为“国民学校”，“高等
小学校”之称谓不变。
国民学校的学制4年，唱歌课是所开设的8门正式课程之一。
高等小学校的学制3年，唱歌课是所开设的12门正式课程之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

编辑推荐

　　中国学校音乐教育20世纪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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