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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自古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传统。
孔子将音乐列为四行之一。
中国有“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乐也”的说法，可见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将“人品”与“乐品”
放在同等地位的。
　　德国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认为：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说透音乐的意
义，便能超脱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说明音乐具有感化人、塑造人、拯救人的作用。
　　为了发挥音乐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美国于1967年7月、8月间在唐歌伍德召开了音乐教育会议，
并在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唐歌伍德宣言。
宣言认为“教育必须把生活的艺术、个性的建构和创造性的培养作为主要目的。
鉴于学习音乐对实现这些目的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倡议把音乐置于学校课程的核心。
”宣言同时指出：“艺术使人类历史上的美学传统得以延续。
音乐与其它艺术从根本上讲大都是非语言的，它们在人对个性和自我实现的追求中接近人的社会、心
理和生活的根基。
”因此，中小学和大学应该为从学前到成人或继续教育的各种音乐教育提供充分的时间。
唐歌伍德宣言将美国的音乐教育推向了新的阶段。
　　高校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阵地，理应成为文化建设的“桥头堡”，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影响，网络中
某些消极颓废东西的巨大冲击，我们中有些同学不真正理解文化的深刻内涵，有时甚至良莠不分，美
丑不辨，对于主流文化，精品文化不屑一顾。
现在的学校教育不仅应重视专业课程和技能的培养，更应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非常看重个人全面的、综合素养。
校园文化中的音乐教育着眼于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素质，培养他们的音乐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其分
别定位为乐以辅德、乐以益智、乐以促体、乐以怡情。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　　2006年3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使“音乐欣赏”正式
成为高等学校非音乐类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八门艺术类限选课程之一，教育部在该文件中强调：公共艺
术课程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而设立的限定性选修课程，对提高审美素
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多元文化教育不仅是世界音乐教育的新潮流，更是新世纪音乐文化方面的一个新起点，我
国教育界已经认识到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因此，在欣赏音乐时，应中西兼听，对于世界各国的音乐，应该了解，以开阔视野，增进知识。
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西洋音乐，不论在题材上，创作方法上、形式上、体裁上的丰
富性和严密性上都已达到相当完美的境地。
在技法理论的建设上也确实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系统化。
它在世界音乐发展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欣赏、理解音乐，本书按音乐入门篇、中国民族音乐篇、西洋音乐篇三大类
，共七章进行编写。
教学内容深入浅出，突出基础性内容，学生容易入门。
教材做到图文并茂，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了解。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教材的编写上突出了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欣赏学习。
作为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有更深的感情和广泛的了解。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有五十六个民族长期耕耘在这块土地上，各自创造了自己灿烂的
文化。
因此，通过教学，使学生领略中国传统音乐之美，了解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和丰富，增强对祖国的热
爱之情；用民族音乐陶冶学生的性情，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提高学生的民族心理素质，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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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
　　去积极地倾听音乐吧，它会使你品格高洁、性情儒雅，会使你的生活美轮美奂、情趣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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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生音乐鉴赏》体现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理念，把“音乐基础知识”、“音乐欣赏入门”
、“中国民间音乐欣赏”、“西方音乐欣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以中国民间音乐为基础，让学生全
面了解中国各地的民歌、器乐、曲艺等特点的同时，了解中华优秀文化之丰富。
通过了解吸纳中外优秀音乐作品，理解尊重多元文化，提高审美素养，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
　　《大学生音乐鉴赏》可作为各高职高专院校音乐课的选修教材，还可供广大音乐爱好者阅读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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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音乐入门篇第一章 音乐基础第一节 简谱、五线谱第二节 音乐的表现手段第三节 人声声部的划分及演
唱特点中国民族音乐篇第二章 中国民歌第一节 民歌的发展第二节 汉族民歌的体裁分类及特点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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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中国民族器乐欣赏第四章 广东民间音乐第一节 广东民歌第二节 广东民乐第五章 中国近现代音乐第
一节 声乐作品欣赏第二节 器乐作品欣赏第三节 其他艺术形式第六章 中国戏曲、曲艺音乐第一节 中国
戏曲第二节 中国曲艺西洋音乐篇第七章 西方音乐的发展与作品欣赏第一节 西洋乐器介绍及常见乐队
编制第二节 各时期的音乐特点第三节 西方音乐作品欣赏第四节 西方常见曲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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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节拍　　节拍是按拍号要求相隔一定时间反复出现重音的模式，它是固定的强弱音循环重
复的序列。
每一种节拍都由时值固定的单位构成，这种节拍单位叫做拍子。
　　拍子的时值可以是四分音符、二分音符，也可以是八分音符。
节拍通常用分数来标记，它的含义是例如2／4“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两拍”，或简单地说“
每小节有两个四分音符”。
比较常见的拍子有：2／2、2／4、4／4、4／8等，这些拍是对称的，带有行进的特点；3／4、3／8、6
／4、6／8等；它们听上去带有旋转性，因此常常和舞曲有关。
　　在乐谱上标记节拍的方法，除了上面这些“2／4、3／4”以外，还有小节线，这短短的垂直线，
将音符隔成一个个有规律的强弱交替的单位，看起来很直观。
通常小节线后面的第一拍是强拍，如2／4，这是进行曲常见的节奏，它是-强-弱的交替，而3／4，则
是一强两弱的交替；4／4，是强-弱，次强-弱；6／8，是强-弱-弱；次强-弱-弱。
　　节奏和节拍是音乐作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音乐的进行中是同时存在的。
音乐离不开节奏，节奏同样离不开节拍。
正如节奏离开了节拍将成为无强弱对比的和无组织的一群长短不同的音符，在音乐上的意义也将不明
确。
如《春之祭》中《春之轮舞》，它的第一小节是5／4拍，第二小节是7／4拍，第三至第五小节是6／4
拍，第六小节又是5／4拍，如此频繁的变化，给人以非常不稳定的感觉。
而由于这里的强拍不突出，所以给人的整体感觉是松散的，缺少推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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