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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教育哲学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学科。
作为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从宏观层面，它对音乐教
育的本质进行思考，在实践层面，它又对音乐教育起着导向的作用。
所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
　　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北美的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无论是从研究队伍的
建设，还是研究成果的产出都显得比较薄弱。
①过去由于我们忽视了音乐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导致“音乐教育理论研讨大多停留在教学方法论证
等应用理论和教育生理、心理等实证理论层次，缺乏深邃的哲理性开拓，缺少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控。
”并且，“由于缺乏理论上的‘总枢纽工程’便不能不给音乐教学改革实践带来一定的局限性，甚至
盲目性。
”②所以，加强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不仅是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音乐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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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从宏观层面，它对音乐教育的
本质进行思考；在实践层面，它又对音乐教育起着导向的作用。
所以，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
　　为了促进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编者编撰了这本音乐教育哲学论稿，这是国内第
一本有关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论著，书中收录了当今北美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戴维·埃里
奥特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以及国内该领域著名专家的多篇专论，呈现了本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对
研究和学习音乐教育哲学理论有重要的帮助。
　　《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论稿》可供音乐教育研究者学习参考，也可作为大学音乐专业博士生、硕士
生和本科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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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雅先，广州大学音乐舞蹈教育研究所所长，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教
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主干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编制组组长，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著作5部，其中10篇（部）论著获奖。
所著的《视唱练耳教学论》为国内第一部基本乐科学科方法论专著，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教科书《
乐理与视唱练耳》（上／下册）是国家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主干课
程《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的指定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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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走上音乐教育哲学思考之路的缘由第一部分　西方现代音乐教育哲学流派研究实践性音乐教
育的基本主题、教学方法以及最新成果作为专业活动的总体课程设计戴维·埃里奥特和他的音乐教育
实践哲学观论埃里奥特的实践思维——以《Music Mattcrs：New Philosophy of Music Education》为例鲍
曼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新实用主义哲学趋向简析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五月组”及其行
动理念与研究发展Praxis在音乐教育学中的含义和翻译方式比较第二部分　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哲学及其
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可能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可能的启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主体意
识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主体性哲学反思学术的重量：当前音乐教育问题谈第三部分　音乐教育哲学理
论指导下的音乐教育实践“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教育理念的阶段性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论音乐教育哲
学理论在中国学校音乐课程发展中的作用——以基本乐科为例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趋势与展望配
合创意和音乐前景之元认知和评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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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践性观点是将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这意味着对各年龄段、具有各种音乐能力和个人目
标的学生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应当是具有批判性的、反思性的、创造性的、符合道德规范的，同时又具
有爱心的活动。
实践性音乐教育的核心是让各年龄段的人都能够进行终身音乐创作，在学校和（或）社区里欣赏音乐
。
实践性音乐教育并不以音乐教育专家、专业人士或名家为中心。
然而，实践性音乐教育的基本教学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针对这些精英们的教育。
具体来说，我认为，学校的音乐课程应当建立在每个人都可以学习“音乐”的基础之上，这里的音乐
是指一种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全面意义上的音乐。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我们的音乐课程呢？
简单来说，可以让学生参与表演和欣赏、即兴演奏和欣赏、作曲和欣赏、排演和欣赏、指挥和欣赏、
听录音和现场表演，并通过学习来提高音乐批评能力。
　　实践性音乐教育并不像一些错误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只教表演。
实践性音乐教育是将音乐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此，我必须明确指出：我所说的，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这里所说的音乐指的是音乐涉及的所有方
面，这其中包括：各种音乐的创作、欣赏，音乐作品，以及所有与此相关的音乐实践活动的内容。
而由于音乐的相关知识是作为音乐家和听众所必须了解的，因此对音乐的历史和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
要的。
但我们不应停留在了解这些表面的内容上，在教授音乐理论和历史时，应介绍与实际音乐创作、欣赏
相关并有利于学生创造能力发展的内容。
音乐理论应当是一种启发创造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换句话说，我对“课程”的定义是作为实践性的课程。
这就意味着实践性音乐教育课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是为了让学习者与其他人一起参与音乐活
动、音乐交换活动、音乐交流活动，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真正的音乐文化进行了解。
实践性音乐教育使学生沉浸在音乐演奏以及各种活动中，这些活动要求他们从音乐传统和前人的成果
中借鉴“音乐语汇”（例如：手势、音乐术语、隐喻、舞蹈等），而关于他们音乐活动和项目风格的
创意策略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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