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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高校音乐教育以教师培养为主要任务，过去一直以"师范性”特色与专业音乐院校的人才培养相区
别。
但近些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地区间不平衡与差异，亦逐渐影响到高
校音乐教育。
地区性差异及教育差异的事实使高校音乐教育面临新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
才质量规格的社会性与招生选拔专业标准的地方性之间的反差；另一个方面是高等教育需求的大众化
与音乐教育资源的地方性之间的反差；再一个方面是学科知识的学术性(前沿性)与教育知识的实用性(
地区性)之间的反差。
面对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的挑战，高校音乐教育必须选择改革。
    目前，高校音乐教育改革选择课程为突破口，课程改革的结果，直接影响教材。
教材作为知识的文本载体，既是教育化的知识体系，亦是课堂讲授的知识依据，同学生培养的质量直
接相关联。
然而，教材绝不是单一的知识问题，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教学状况的反映，音乐教育理念的表白，
其中包括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教育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及其他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理解，以往高校的音乐教材与教学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问题亟须改进，比如音乐教
育缺乏学科的全局观照与视野，各学科教学间联络不够、缺乏沟通，尤其存在：技术和艺术相分离，
理论与实践相分离，音乐与文化相分离，以及音乐中人文内涵不足等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上述问题的原因复杂，但它事实上影响到了教材编撰和教学实施，必须予以一辨。
    技术与音乐艺术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并非已经彻底解决。
音乐是实践性很强的知识领域，操作性技能占有重要的位置，纯粹的技术性训练必不可少。
但对技术与艺术之关系认识上存在错位，认为艺术的基础是技术。
音乐艺术中，技术不是出发点，也不是目的。
音乐艺术的真正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艺术，技术只是艺术的组成部分。
忽视艺术这个出发点与归属，技术与艺术就会相分离，音乐教学就会艺术含量不足。
    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既是认识问题，也是操作问题。
理论与实践在音乐的目的上是相互联系的，将其划分只是人们的认知意图与教育策略，二者在实践中
的结合既有可能，更有必要。
如果按照既有习惯，教学实践不能贯通二者，将形成知识间的壁垒，理性与感性的分离——理论型课
变成了知识的教条，实践型课变成了纯粹的动作与技艺，缺少结合作品的音乐分析和文化理解，不利
于音乐学习。
    音乐与文化是音乐学习的深层内容。
音乐之存在与其文化息息相关，从音乐上理解技术，从艺术上理解音乐，从文化上理解艺术，是我们
提倡的学习径路。
没有了音乐的技术，很可能退化为苍白的"炫技”而失去自身的意义；偏离了艺术的音乐，如同浮游无
根的浮萍，难以承受审美的重量；缺少了文化含量的音乐，易于丧失人文的内涵，音乐将会变得肤浅
、难以理解或不可理喻。
音乐与技艺的融合，艺术与文化的平衡应该在音乐教育中重新得到关注，应该成为音乐教材与音乐教
学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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