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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开始的我国历史上规模和力度最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有力地向前推进。
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的成功研制，依据高中课程标准编写的高中新教材在全国实验区的使用，体
现新的课程理念的高中新课程的教学实施等，都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已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高中音乐课程，作为基础教育课程的组成部分，正在经历着这场重大的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高中音乐教育面临着自身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如课程的定位、性质、价值、理念问题
，课程的目标、内容结构、教学方法、评价方式问题，以及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教材的编写与使
用等问题。
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高中音乐课程一直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没
有统一开设的高中音乐课程（部分城市高中自发开设音乐课，无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到20世
纪90年代中期国家统一在高中开设的艺术欣赏课程（其中包括音乐学科），经过了半个世纪。
然而，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了长期以来高中没有音乐教育的局面，但现行的高中艺术欣赏课程从
严格意义上看并非是音乐课程，同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内容（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音乐与
相关文化）相距甚远。
这种状况，使高中与初中、小学阶段音乐课程不能正常衔接，使基础音乐教育无法形成完善的课程体
系。
因此，在本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诞生的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中音乐课程具
有里程碑意义。
　　随着高中音乐课程改革进程的迅速推进，越来越多的高中音乐教师将面对新的音乐课程。
因此，了解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明确高中音乐新课程的性质与特征，
把握《高中音乐课程标准》同原高中艺术欣赏教学大纲的区别，理解高中音乐新课程的基本理念，熟
悉高中音乐新课程的教学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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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音乐新课程教学论》由国家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金亚文根据（普通高中音乐课程
标准（实验））的精神，结合高中音乐新课程教师培训的实际编著。
内容包括音乐教育发展状况与课程改革背景、高中音乐新课程性质与特征、高中音乐新课程基本理念
、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与高中艺术欣赏课（音乐）教学大纲比较、高中音乐教学模块、高中音乐教学设
计、高中音乐学习与教学策略、高中音乐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高中音乐教学评价、高中音乐教师十
章。
《高中音乐新课程教学论》充分体现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改革理念，把握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音乐教学
规律和要求，围绕高中音乐教学的重点、难点和热点，以案例导人的方式组织内容，展开论述，拓展
思维。
力求促进高中音乐教育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
《高中音乐新课程教学论》可供高中音乐教师新课程培训使用，也可作各类师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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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亚文，《中国音乐教育》编委，编辑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副秘书长，国家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
员，国家高中、初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修订组主要执笔人。
北京市21世纪义务教育音乐教材常务副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音乐教育学、审美教育学、音乐荚学、音乐史学等。
主要著作有《以欣赏为中心的音乐教学体系》（1988年）、《美育与音乐教育》（1990年）、《音乐
教学审美功效研究》（1992年）、《关于识谱问题的思辨》（1993年）、《学校美育散论》（1994年
）、《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1995年）、《音乐审美教育实验研究》（1998年）、《基础音乐教育
新理念》（2000年）、《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修订稿）的指导思想、基本精神和主要特点》（2001
年）、《新课程、新教材与新教学设计》（2002年）、《音乐课程改革的意义及其背景》（2002年）
、《音乐课程的性质与价值》（2002年）、《音乐新课程与示范教学案例》、《小学音乐新课程教学
法》、《初中音乐新课程教学法》（2003年）、《高中音乐新课程的性质与特征》、《音乐教学评价
》、《音乐课程标准与音乐教学大纲对比研究》（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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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音乐教育发展状况与课程改革背景第一节 中国音乐教育发展状况一、基础音乐教育取得的主要
成就二、基础音乐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节 外国音乐教育发展状况一、对音乐教育本质的认识二、
对音乐教学领域与内容的研究第三节 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背景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二、高中音乐
课程改革第2章 高中音乐新课程性质与特征第一节 高中音乐新课程的性质一、人文学科的重要领域二
、实施美育的主要途径三、高中阶段的必修课第二节 高中音乐新课程的特征一、多样性的课程内容—
—模块二、灵活性的课程选择——选修三、弹性的课程管理——学分四、自主性的课程实施——选课
第3章 高中音乐新课程基本理念第一节 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培养兴趣爱好一、音乐教学的审美原则二
、音乐教学过程的审美描述三、兴趣是音乐学习的基础四、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爱好第二节 面向全体
学生，注重个性发展一、素质教育的第一要义二、音乐教育尊重差异第三节 重视音乐实践，增强创造
意识一、音乐学习离不开音乐实践二、音乐学习的本质是创造第四节 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文化一
、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二、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第4章 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与高中艺术欣赏课（音乐）教
学大纲比较第一节 音乐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一、音乐课程性质二、音乐课程理念第二节 音乐课程目
标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二、过程与方法三、知识与技能第三节 音乐课程內容一、音乐鉴赏二、其他
模块第四节 音乐课程实施一、教学建议二、评价建议三、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第5章 高中音乐教学模
块第一节 音乐鉴赏一、音乐鉴赏模块涵盖的内容二、音乐鉴赏模块的教学特点和要求第二节 歌唱一
、歌唱模块涵盖的内容二、歌唱模块的教学特点和要求第三节 演奏一、演奏模块涵盖的内容二、演奏
模块的教学特点和要求第四节 创作一、创作模块涵盖的内容二、创作模块的教学特点和要求第五节 
音乐与舞蹈一、音乐与舞蹈模块涵盖的内容二、音乐与舞蹈模块的教学特点和要求第六节 音乐与戏剧
表演一、音乐与戏剧表演模块涵盖的内容二、音乐与戏剧表演模块的教学特点和要求第6章 高中音乐
教学设计第一节 音乐教学內容的设计一、音乐教学内容的选择二、音乐教学内容的组合三、音乐教学
内容的分析第二节 音乐教学目标的设计一、音乐教学目标的功能二、音乐教学目标的分类三、音乐教
学目标的表述第三节 音乐教学过程的设计一、音乐教学模式与范型二、音乐教学阶段、环节与步骤三
、音乐教学过程的表述第7章 高中音乐学习与教学策略第一节 体验式音乐学习与教学一、体验式音乐
学习与教学的含义及特点二、体验式音乐学习与教学课例及评析第二节 比较式音乐学习与教学一、比
较式音乐学习与教学的含义及特点二、比较式音乐学习与教学课例及评析第三节 探究式音乐学习与教
学一、探究式音乐学习与教学的含义及特点二、探究式音乐学习与教学课例及评析第四节 合作式音乐
学习与教学一、合作式音乐学习与教学的含义及特点二、合作式音乐学习与教学课例及评析第8章 高
中音乐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第一节 音乐教学与多媒体技术一、媒体与音乐教学媒体二、多媒体与建构
主义音乐教学三、使用音乐教学媒体应注意的问题第二节 音乐教学与网络信息技术一、网络信息与音
乐教学资源二、网络信息技术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第9章 高中音乐教学评价第一节 音乐教学评价理念
一、音乐教学评价的原则二、音乐教学评价的取向三、音乐教学评价的观念四、音乐教学评价的特点
第二节 音乐教学评价技术一、评价方案和评价指标的制订二、音乐教学评价信息的收集三、音乐教学
评价信息的分析四、音乐教学评价结果的处理第三节 学生音乐学习评价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评价二
、音乐学习过程与方法评价三、音乐知识与技能评价四、国外音乐学习评价第四节 教师音乐教学评价
一、常规课音乐教学评价二、研究课音乐教学评价三、公开课音乐教学评价四、优秀课音乐教学评价
第10章 高中音乐教师第一节 新课程与教师观念转变一、对传统教师观念的反思二、新课程中教师观念
的转变第二节 新课程与教师角色转变一、对传统教师角色的反思二、新课程中教师角色的变化第三节
高中音乐教师职业风范一、敬业精神二、思想修养三、人格魅力第四节 高中音乐教师专业素养一、艺
术修养二、音乐技能三、音乐教育能力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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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苏联，人本主义音乐教育价值观也被音乐教育界广泛认同，“为了人的发展”成为该国学校音
乐教育的重要理念。
在对音乐教育本质的认识上，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述：“音乐教育并不
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
”这种表述不仅反映了一个教育家特有的洞察力和使命感，更是揭示了普通音乐教育的本质，阐明了
普通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在进一步论述音乐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时曾这样表述：“一个人在倾听音乐时，他也在认
识自己，而且首先认识到，他作为人，是美好的；他降临人世也就是为了成为一个美好的人。
”苏联的另一位音乐教育家卡巴列夫斯基以其远见卓识对学校音乐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的精神文明的两大基础。
为了取得两者的平衡，需要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育，如果缺乏这种平衡，就没有资格称为普通教育。
美国学校音乐教育在20世纪的100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一批为之奋斗和献身的音乐教育家，如被誉
为“美国音乐教育之父”的洛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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