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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而且是精神的内化和升华，最终应在行为上得到自觉的体现
。
由知识到精神，再到行为，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持久的努力。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应将此作为建设的重要任务，系统考虑、全面规划、不断推进。
    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相关制度；构建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的机制；建设一批精品，包括精
品课程、精品教材、精品讲座、精品社团和精品项目；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改善校园文化氛围；形成
一支高水平、专兼职结合的指导教师队伍等，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环节与举措。
贯穿其中的是创造、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这也是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
    2006年4月，教育部批准设立合肥工业大学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学校以此为契机，在总结近几年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系列活动以及基地建设所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坚
持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培养能力、突出素质、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具有人文精
神、创新精神、实践应用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积极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取
得了许多成果，这套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丛书，就是成果之一。
    提高大学生包括文化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
我校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应该为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实
践平台，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地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贡献力量。
我们相信，随着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理论成果将会更加丰硕
。
这是我们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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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音乐是由有组织的乐音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通过演唱或演奏所形成的音响，表
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时问艺术。
　　音乐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音乐的内容又充满情感与意志。
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既表现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又显示了人们主观上的追求和愿望、意志
和憧憬，它承担着传递社会信息与交流情感体验的职能，起着组织与协调人们意志行为的作用。
　　第一节　音乐的特征　　从总体上把握音乐的特点，在鉴赏音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提高鉴
赏音乐能力的基础。
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有其独具的特征，一般概括为：声音的艺术；时间的艺术；情感的艺术。
　　一、声音的艺术　　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性质，都是以其物质材料的性质为依据的。
像文学运用文字，美术运用线条、色彩，电影、电视运用画面一样，音乐用声音来作为自己的表现材
料和表现手段。
音乐凭借声波的振动，在时间中展开，通过听觉器官接受，各种乐汇所唤起的联想是从情感激发中自
由展开的。
音响作为音乐的物质媒介，是经过选择、加工、概括、美化的声音，它不同与自然的声音，任何一部
音乐作品，它的声音都是经过人们选择、构思、创造出来的。
构成音乐形象的声音，是一种有组织有规律的和谐的声音。
音乐的声音主要是乐音，乐音有高低、长短、强弱、音色等特性，这些特性为音乐具有丰富多彩的艺
术表现力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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