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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乐圣”贝多芬 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出生在德国波恩的一个贫穷的家庭。 他
从小就有音乐天赋，这使他的父亲产生了要他成为音乐神童的愿望。贝多芬从4岁起就整天练习羽管
键琴和小提琴。8岁时贝多芬首次登台，获得巨大的成功，被人们称为第二个莫扎特。此后拜师于风
琴师尼福，开始学习作曲。11岁发表第一首作品《钢琴变奏曲》。13岁参加宫廷乐队，任风琴师和古
钢琴师。1787年到维也纳后，开始跟随莫扎特、海顿等人学习作曲。1800年，在他首次获得胜利后，
一个光明的前途在贝多芬的面前展开。可是三四年来，一件可怕的事情不停地折磨着他，贝多芬发现
自己耳朵变聋了。贝多芬热爱钢琴，但是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没有比失聪更可怕的事了。因而人们
可以在他的早期钢琴奏鸣曲的慢板乐章中理解到这种令人心碎的痛苦。 贝多芬的心无时不充满热情，
可是他的热情是非常不幸的，他总是交替地经历着希望和热情、失望和反抗，这无疑成了他的灵感源
泉。正是贝多芬对于音乐深沉的热爱才使他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地走了下去，最终获得了世人的肯定
。甚至在他病入膏肓，已经卧床不起的时候，他还在创作着自己的下一部交响曲。 心理学家说 是什
么激励着贝多芬在耳聋的情况下还依然不放弃？是对音乐深沉的热爱，是对音乐执著的痴迷！“我要
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生活这样美好，活它一辈子吧！”这就是贝多芬
对生活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据心理学家验证，人若拥有良好的心态与强烈的求知热情，他的灵感
便会一触即发，如泉眼般源源不断，那么结果也会事半功倍；反之，用愁眉苦脸面对问题，就像一部
机器，没有想法，说不定方案不仅未能得出，还可能弄巧成拙。由此可想，为什么我们身边经常发生
一些惨不忍睹的案件？因被逼学习而跳楼，结束大好的青春年华；因被逼练钢琴而宁肯自砍手，摆脱
约束获得自由。而热爱者善于发现其中的奥秘，几乎一离开就要生病。这就是“有兴趣”与“无兴趣
”的最大区别。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
，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学生对某一学科有兴趣，就会持续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它，从
而提高学习效率。从对学习的促进来说，兴趣可以成为学习的原因；从由于学习产生新的兴趣和提高
原有兴趣的角度来看，兴趣又是在学习活动中产生的，可以作为学习的结果。所以，学习兴趣既是学
习的原因，又是学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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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一下，挺不错，结合学术和生活，也很有意思，老少皆宜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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