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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规划教材”——一套适应地方本（专）科院校音乐学专业学生使用
的教材将陆续出版。
这既是当前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又体现了地方高校音乐教材建设的新方向。
　　本套教材的编写以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
导方案》、2006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为指
南，以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
（实验稿）》为主要理论依据，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构建了地方高校音乐学专业课程教材体
系。
教材编写成员均是长期工作在各门课程教学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坚实的学科背景与丰富的教
学经验，能最大限度地解决现行教材中存在的诸多与地方高校教学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了音乐教育
的全面发展性、综合性、创新性、专业性、基础性、适用性，从而达到协助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教育目的。
　　本套教材与以往同类教材相比，更加注重课程内容的整合，重视音乐文化、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
知识的关联；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方法的探讨；更加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联系，重视运用音乐知识指导艺术实践活动方法的研究；更加注重对先进教学方法的运用，
重视对富有个性特点的教学模式的探讨等。
同时，对现行教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关照学科知识体系的科
学性和系统性，内容上注重知识的融合与渗透。
做到在分科的前提下，加强各学科之间的统整与沟通，对于教材中的重复知识和交叉内容进行重点研
讨，使课程内容既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又有合理的代表性。
　　（2）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与应用，主动接受当代音乐理论的研究成果，把目光放在学科前沿，
时效性强。
努力改变基础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强调高、精、尖的现象，减少过于程式化的内容，做到
既减轻学生的负担，又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使音乐学科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成为一个有机的
文化整体。
　　（3）教材内容做到循序渐进，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以学习者的水平、需求为出发
点，以提高学习者的水平需求为目的，以音乐学科的审美体系为内在逻辑，保证学生认知结构的完整
性和学习过程的有序性。
　　（4）教材内容加强了实践性环节，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设置既针对学生的实际需要，又注重
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的培养。
教材内容简单、明了、清晰，贴近学生，贴近教学，教材的编撰体现了编写者多年教学活动的成功经
验。
　　（5）教材有计划地增加了中外民族文化艺术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中国的民歌、曲艺、戏曲等
艺术形式的内容，以培养学生尊重、热爱本土艺术文化的情感。
　　（6）加强了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实践活动的设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体现在教材体例上
，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能指导学生的艺术实践。
　　（7）教材编写的纵向发展层次与横向发展内容（如知识点、技能点等）有机融合，达成了预设
性目标，并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以促进学生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
　　本套教材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选题，是推动我国地方高校音乐学教材建设的重大工程，凝聚
了编写组集体的智慧。
对于教材中存在的一些疏漏和不足，我们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多多指正，使其得以完善。
本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对编审人员细致人微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他们为全国地方高校音乐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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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与以往同类教材相比，更加注重课程内容的整合，重视音乐文化、民
族文化和多元文化知识的关联；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方法的探
讨；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重视运用音乐知识指导艺术实践活动方法的研究；更加注重对先进
教学方法的运用，重视对富有个性特点的教学模式的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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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享乐性　　古罗马人在政治上有建树，贪图物质享受，在观看角斗时，常常用一种水压风
琴（Hydraulis）作伴奏。
它是最早的管风琴，音量大，可增加角斗气氛。
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有深刻伦理道德意义的古希腊悲剧也被豪华的马戏演出或血腥的角斗士格斗场
面所取代。
他们征服了古希腊，同时也继承了古希腊遗留下来的音乐传统。
但遗憾的是，古罗马并没有把古希腊音乐中全民的、健康的东西继承下来，而是发展了音乐中娱乐、
消遣、外观宏大的特征。
　　音乐在古罗马之所以如此风行，与罗马历代的君王热衷音乐是分不开的。
许多皇帝都接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愿意赞助音乐家，并修建大的竞技场和音乐厅，甚至亲自登台参
加比赛。
古罗马最喜欢音乐的一个皇帝叫尼禄，他以凶残和乖戾而闻名，却对音乐有着狂热的兴趣。
他称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经常化妆戴上面具来演唱古希腊悲剧中的抒情歌曲。
为了保养嗓子，他对自己的饮食起居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不吃对嗓子有害的水果和肉食。
他在艺术上自命不凡，最后在穷途末路自杀时还说：“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这样离去了！
”　　（三）职业化　　古罗马与古希腊音乐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职业音乐家到处巡回演出，待遇优
厚，被人们奉为偶像。
明星的骄横、傲慢、堕落事件时有传闻。
　　古罗马人虽处处仿效古希腊的音乐文化，但他们的音乐观念却和古希腊很不相同。
在古希腊，人人都参与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有着健全人格和高尚修养的表现；古罗马在音乐繁荣方
面不亚于古希腊，.却仅仅把音乐看作一种纯粹的娱乐，失去了古希腊艺术的高尚与纯真。
　　（四）《音乐艺术》　　古罗马最重要的音乐理论家是博埃蒂乌斯。
他改进并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传统的音乐理论，写成《音乐艺术》一书，他的著述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基督教音乐的兴起古罗马时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公元初年基督教的产生。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颁布了《米兰赦令》，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在罗马和米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基
督教成为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基础，从此，西方基督教音乐文化拉开了历史的帷幕，西方音乐也
开始了漫长的发展道路。
　　基督教要求人们以一种虔诚、肃穆的方式敬仰他们的主——耶稣，提倡纯声乐的仪式音乐，竭力
反对使用乐器。
教堂中的精髓——赞美诗和圣歌，在圣咏的演唱方式上也有严格规定，由一开始的男女老少都可咏唱
，改由经过训练的唱诗班咏唱，以求得更加和谐、统一的效果。
同古代相比，基督教发展出一种新的音乐观：任何世俗的娱乐性的音乐均遭到排斥，古时隆重的节日
、庆典、婚庆中的音乐也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凝重、庄严、肃穆的宗教音乐形式，音乐集中于教
堂和修道院，成为精神拯救的工具。
　　基督教音乐与古罗马的极端享乐主义音乐相对照，使基督教徒走向了禁欲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当时，一切与异教徒的世俗生活相关的事物都被严加禁止，包括器乐和世俗音乐。
曾经空前繁荣的古罗马音乐就此衰落，文化教育被教会垄断，基督教士们只能记录下宗教音乐的发展
。
加之250年开始蛮族人侵罗马，在长达200余年的战乱中，浮华的古罗马音乐最终走向衰败。
即使世俗音乐始终在民间存在，也无从考证。
因此，古罗马音乐在进人中世纪后必然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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