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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器乐理论教学法》主要从音乐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两者的结合点出发，寻求一币中合理培
养民族器乐理文艺学理论教学型人才的特色模式。
此币中模式一方面保留音乐学传统授课模式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传统民族器乐的实际情
况，引入教育学的理论和模式，建立了一套较系统的民族器乐理论教学体系。
　　本教市才结合新课程理论的倡导，提倡教学改革，打破传统的民族器乐理论教学模式，不仅对民
族器乐理论教学内容，如旋律与节奏、官调、曲式、织体、艺人与乐社等方面作了具体介绍，而且从
教学心理、教学思维、教学原则等几个方面出发，强调树立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实施与之相应的探索
型、研究型的教学方式；同时，在本教市才的第五章中，我们还例举了多币中不同类型的教学实践课
例，强调多种课型方式相结合，通过教学过程的更新，实现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型，扭转单纯的教师“
讲”的单向传授模式，重祝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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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要从音乐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学两者的结合点出发，寻求一种合理培养民族器乐理文艺学理论教
学型人才的特色模式。
此币中模式一方面保留音乐学传统授课模式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传统民族器乐的实际情
况，引入教育学的理论和模式，建立了一套较系统的民族器乐理论教学体系。
　　本教市才结合新课程理论的倡导，提倡教学改革，打破传统的民族器乐理论教学模式，不仅对民
族器乐理论教学内容，如旋律与节奏、官调、曲式、织体、艺人与乐社等方面作了具体介绍，而且从
教学心理、教学思维、教学原则等几个方面出发，强调树立建构主义的教学观，实施与之相应的探索
型、研究型的教学方式；同时，在本教市才的第五章中，我们还例举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教学实践课例
，强调多种课型方式相结合，通过教学过程的更新，实现课堂教学模式的转型，扭转单纯的教师“讲
”的单向传授模式，重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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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类所进行的一切社会实践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行为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反映。
作为一门揭示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学科——心理学与人类的各种实践，则天然地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
系。
当人们从无意识地使用心理功能帮助社会实践（这里主要指教育领域的社会实践），转变为有意识地
利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指导社会实践的那一刻起，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人们实践中的重要性日益
显现。
如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等在论述教育问题时，都具有一定的心理学观点。
孔子曾针对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
”（《论语·先进》）其学生颜回说他“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这些观点对于他们教学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也出现后来关于孔子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
”之类的说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与心理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心理学分支学科——教育心理学
。
至今短短一百余年，其发展迅速，直接为教育服务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已不是一门教育心理学，与之并
存的至少有学习心理学、学校心理学、教育社会心理学、教学心理学以及各种课程的学习与教学心理
学等分支学科①；另一方面，心理学介入音乐领域后，音乐心理学逐渐形成，作为揭示人类音乐行为
的心理规律、分析音乐功能的心理机制、音乐才能发展特征的科学，在深入探究以人为主体的音乐学
各学科的内在法则中，有着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作用。
探究音乐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有利于音乐学学科中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实证的支持、理论的启迪、视域
的拓展、主体性的加强等。
同时，这些也都为音乐教育的发展与研究提供了心理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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