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教育心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音乐教育心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1193525

10位ISBN编号：7301193521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茂平 编

页数：3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教育心理学>>

内容概要

《音乐教育心理学》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音乐教育心理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介绍和阐述：基础理论方面
，介绍了音乐教育过程中时间属性的认知规律，总结和提炼了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规律，教师
心理方面，探讨了音乐教育中的教学心理理论、教师心理特征，以及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审美
中的心理规律；学生心理方面，探讨了学生音乐学习的心理理论、学习者的心理特征、学生音乐知识
掌握、技能形成、形象思维训练中的心理规律；影响因素方面，探讨了音乐教育过程的心境因素、音
乐偏好因素、音乐趣味因素等个体心理特征。
《音乐教育心理学》重视最新教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和音乐教育现象的有机结合，研究方法
兼顾心理学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强调音乐教育的艺术规律和心理规律。
《音乐教育心理学》适合于音乐教育本科生、研究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音乐教师、音乐教研人员
、音乐教育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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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耀华，现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音乐系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
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会长等。
出版专著、教材《三弦艺术论》、《琉球.中国音乐比较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中国传
统音乐概论》、《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世界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长编》等3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著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教学优秀成果奖多次。
2003年9月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郑茂平，心理学博士、教授。
现任两南入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审美心理方向、声乐演唱与教学方向硕：十二研究生导师。
第五届重庆市高校优秀畔，青年骨干教师、中国音乐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第二批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
人后备人选。
目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心理科学》等：刊物发表核心类学术论文20余篇，在上海音乐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5部。
主要从事音乐心理学、音乐美学、声乐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音乐教育心理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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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音乐时间认知
 第一节 音乐作为时间艺术的概念体系
 第二节 音乐作为时间艺术的研究领域
 第三节 时间心理的研究对音乐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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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音乐教学内容的选择
 第四节 音乐教学过程的监控
第五章 音乐教师心理
 第一节 音乐教师的心理背景
 ⋯⋯
第六章 音乐创作教学心理
第七章 音乐表演教学心理
第八章 音乐审美教学心理
第九章 音乐学习心理
第十章 音乐学习者的心理特征
第十一章 音乐知识学习
第十二章 音乐动作技能的形成
第十三章 音乐形象思维训练
第十四章 音乐教育中的个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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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音乐教学策略的选择——过程教学的设计郑茂平的研究发现，对于“音乐艺术是时
间艺术”这一特点的展示，不是只依靠音阶的上行与下行、音程的度数、和弦的音程关系，以及音符
间的时间比例，更主要是内隐、无意识地依靠这些因素所携带的方向性、强度性、强度变化状态、动
力性，以及长短的比较性信息对被试心理的影响。
这些心理特点使我们认识到：音乐教学方式的选择和教学策略的使用上必须注意音乐学习的过程延伸
而不仅仅是知识结果的传授，力求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就使乐音与相关时间事件信息的时间特征形成
自动的连接，如音阶的教学不仅要注意音准，更要注意在唱准音高的过程中体验到音阶本身所具有的
在时间意义上的动力倾向性，即不同音级的动力指向性。
音程教学不是只让学生了解不同的音程具有全音或半音的数量，更主要是要在了解这些知识的过程中
，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音响效果上体会到不同大小音程、不同方向音程、不同调式音程所具有的
期待性、稳定性和邻近性，为音乐表演作准备。
和弦教学不只是教会学生和弦的构成和和弦连接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从和弦的音
响效果上感受到和弦本身的动力性，以及体验到和弦的动力性连接与音乐运动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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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教育心理学》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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