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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和舞蹈是人类抒发情感最自然、最原始的的表达方式，两者同根同源、相互影响，随后各自
发展成为两门独立的艺术。1894年瑞士的音乐教育家埃米尔.达尔克罗兹开始了体态律动辅助视唱练耳
尤其是节奏训练的探索，动作教学开始出现在音乐教育的内容中。达尔克罗兹的教学方法，给传统的
音乐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德国的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在同时代舞蹈家玛丽.魏格玛
德国现代舞的影响下，继续发扬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的精神，更是将音乐&mdash;&mdash;语
言&mdash;&mdash;动作三者的结合和统一作为他音乐教育的理念，舞蹈律动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得到
大大提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舞蹈律动的理论、实践课程早已成为欧美国家音乐教育中不可缺
少的部分。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才由著名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作曲家廖乃雄先生介绍、引进
了达尔克罗兹和奥尔夫等先进的教学体系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教学体系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并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得以推广。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将其列为音乐
教育专业必修课程，纳入教学大纲，长期聘请德国、奥地利和加拿大专家讲授这些体系的理念与方法
，并选派学生赴当地学习，本人有幸成为首批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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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硕士论文集》讲述“十年辛苦不寻常”。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除了在
本科教学结出硕果之外，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也形成了特色。在短短的十年间已经有三十多位学生以具
有创新性的论文取得了硕士学位。他们所完成的学位论文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出“国外教育原理与中
国音乐教育实践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创新性与实验性相结合”的特征，它们从不同角度
反映了这十年该系在教学与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硕士论文集》选取了其中
的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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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程序性知识与陈述性知识共用的第一阶段，对于程序性知识来讲，是对规则的学习
。“知道某一规则或能陈述该规则，与应用这一规则支配自己的行为并不是一回事”，比如学生经过
这一阶段学习能够陈述大小七和弦解决时“七音五音级进下行、三音级进上行，上三声部中的根音作
共同音保持，低声部的根音上行四度或下行五度跳进”这一规则。但能够陈述属七和弦的解决规则，
并不意味着能正确使用这个规则。正确使用规则还需要第二阶段，即规则的运用阶段。对于音乐教学
来说，规则的运用意味着两方面问题：一是在理论上的运用，可用书面文字、符号或语言表达；二是
在感性上的运用，通过唱、奏等发出实际声响表达。尤其对于以歌唱作为基本教学形式的学校音乐教
育来说，就更要求在歌唱的准确、和谐等方面达到音乐规则的真实标准。 二、技能 （一）技能的定
义 技能的传统定义，将技能定义为活动方式，在信息加工理论中，这属于狭义的技能，而信息加工理
论的知识和技能的关系在传统的定义中无法得到体现。根据信息加工理论，“程序性知识或默会知识
都是从人的智慧技能和动作技能中推测出来的”，技能的本质“是知识的运用，说得明确一点是程序
性知识的运用”。所以，技能即程序性知识，包含在广义知识中。我国学者皮连生将技能定义为：“
在练习基础上形成的、按某些规则或操作程序顺利完成某种智慧任务或身体协调任务的能力。” 皮连
生依据信息加工理论等新理论所作的技能定义，由于包含了“完成某种智慧任务或身体协调任务的能
力”，因此，比传统技能仅指学习预先设置的规定活动方式，更增加了学习狭义知识和技能之后所产
生的主动能力。这一点对音乐教育而言格外重要。目前我们引进的国际先进教学法中往往包括这种关
于音乐技能训练的主动能力。如音乐课上边做手势边用音名构唱和弦，用不同的手势代表不同的唱名
，完成动作技能；而同时用音名构唱和弦则属于完成多项思维的心智技能了。又如手与唱的卡农，用
代表唱名的手势做出的旋律和用首调唱名甚至是固定调音名演唱的旋律相隔一定的小节进行。这些训
练都包含了完成智慧任务和完成身体协调任务的双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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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硕士论文集》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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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内容还不错，但是就是书压皱了。不像是新书。
2、书本底部有严重圆珠笔划痕及脏手印，申请退换！
3、这本书还不错！是硕士研究生应该读的好书，是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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