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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音乐教师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小学艺术教育赖以发展的基础，是决定
艺术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教师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本世纪初开始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对音乐教师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
为满足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对师资队伍建设的需求，应对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呼唤，适应高
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改革的需要，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
见，研制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这两个重要的教学指导文件。
　　《方案》和《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音乐学（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对专业课程体系
建设及主干专业课程的教学实施，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对于我国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的
专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方案》和《纲要》颁发后，与之配套的教材建设随即被提上了工作日程。
这是实施《方案》的重要环节，也是为落实《纲要》提供必要的课程资源。
我们本着&ldquo;先主干课（全体学生的共同必修课），后选修课；由点带面，分批推出；精心组织，
注重质量&rdquo;的原则，对教学急需而又实际紧缺的11门专业主干课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进行
了教材编写。
　　这套教材由长期从事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学工作的专家编写，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紧扣音乐学（教师教育）的办学方向和培养目标，强化音乐教师教育的专业化要求。
这套教材是在21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编写的。
&ldquo;为基础教育服务&rdquo;是《方案》和《纲要》着力突出的理念，并正逐步成为高校音乐学（
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共识。
在这一教育背景下，教材编写者根据不同专业课程的特点，在教学材料组织、范例选取、活动设计、
练习要求等方面，力求突出教材的&ldquo;师范性&rdquo;。
　　二、教材体现了不同课程自身的逻辑体系，教材构架和教学内容体现了基础性与时代性的兼容。
&ldquo;师范性&rdquo;与&ldquo;学术性&rdquo;不应该是对立相斥的。
这套教材突出强调了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但并不是以降低、削弱课程应有的学术含量为代价。
这里的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教材的学术性。
这套教材的编写者以培养高素质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培养目标为出发点，精选本课程最重要的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同时关注本课程的发展前沿，将与本课程相关、并在学术界有定评的最新知识成果纳入
教材中。
　　三、这套教材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体现了不同学科课程的交叉与融合。
《方案》对以往音乐教师教育的传统课程做了必要的整合，这样的整合，虽然在一些高师院校已有不
同的教学实践基础，但一直缺少公开出版的成型教材。
这次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乐理与视唱练耳》、《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合唱与指挥》等教材，都是相关学科课程交叉与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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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的学校教育，除了强调其本体功能之外，十分强调其文化功能。
同样，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也十分重视其文化效应。
因为音乐和教育都是一种文化现象，都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既构成了文化本体，又具有传递
和深化音乐文化的作用，尤其对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具有传承、弘扬和创新的作用。
当今，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实践都证明，音乐教育在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位置，应当用丰富多彩的浸润着民族文化精髓的民族音乐去充实音乐教育，用本民族的母语来歌
唱，从而培养理解本民族人民、理解本民族音乐文化的新一代。
《中国民族音乐》在基本遵照&ldquo;刚要&rdquo;精神的基础上作了如下探索：一是由于各民族在相
邻、相近的区域和经济、社会环境下生活，音乐文化相互影响，所以，本教材探索以地理环境为依据
，将中国各民族的音乐分为十六个音乐文化区来介绍，但同时又注意三大乐系及各民族的音乐特点的
分析。
二是注重中国境内56个民族音乐介绍的全面性，虽然由于篇幅和课时的限制，有许多民族只能简略介
绍，但是每个民族至少也有一首曲目。
三是尽量做到教材的可操作性和学习者的可参与性，以期达到易于被广大师生所接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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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秦陇音乐　　第一节　概述　　秦陇，是一个地域概念。
&quot;秦&quot;本指关中平原及其周围地区，&quot;陇&quot;原指以陇山（六盘山）为中心的广大区域
。
本章所述秦陇音乐文化，其地域西起祁连山，中越陇山，东止秦岭，泛指河西走廊、陇东高原、陕北
高原、关中平原及宁夏南部、青海东部等黄河流域这一广大区域。
　　秦陇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
古都长安、西夏王陵、秦兵马俑、汉唐陵墓、汉晋简牍、石窟塔寺、丝绸之路、敦煌莫高窟、大地弯
遗址&hellip;&hellip;都是秦陇文化历史的代表和象征。
其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产生过重大影响。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类文明，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文化形态，发端于黄河流
域的秦陇大地。
这里属于丘陵地貌的黄土高原，其黄土层一般均在50至150米，最厚的洛川厚达190米。
肥沃的黄色土层，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农业文明发展的天然条件，使秦陇大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处于
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
关中长安，受到历代帝王的垂青，从公元前十一世纪起，先后有西周、秦、汉、西晋、前赵、前秦、
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余年。
自汉武帝通西域诸国、开丝绸之路后，秦陇又成为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
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
古丝绸之路东起关中长安（西安），越秦州（天水）、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
酒泉）、沙州（敦煌）接新疆吐鲁番，在秦陇大地上绵延两千余公里。
它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商业贸易，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文化交流，意味着弃旧图新的创造精神。
因此，秦陇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为根基的多元文化形态的融合与并存，始终保持着生命的活力。
　　秦陇地区地域辽阔，东西跨度大，民族种类多，从早期的周、秦、羌、氐、戎，魏晋以后的匈奴
、氐人、羌人、鲜卑、女贞、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到今天的汉、回、藏、东乡、裕
固、蒙古、土、保安、撒拉等民族，使秦陇文化传统五彩纷呈，特色鲜明。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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