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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高等师范音乐院校是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主要基地和摇篮，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直
接关系到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成败。
而教师、教材、学生是音乐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其中音乐教材编写质量的高低，往往直接影
响到音乐人才培养的质量，所以也一直是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音乐教师们十分重视和关注的问
题。
　　自20世纪80年代起，高等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各类教材相继问世，这对我国20多年来的高等音乐教
育的办学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近年来高等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有些教材已不适合新的教育形式的需要，甚至对教
学改革有阻碍作用。
　　教育部于2004年12月公布了新的《全国普通高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导方案》，
不但确定了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同时也为编写和出版更适合普通院校音乐专业使用
的教材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音乐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可供咨询的依据，从而可以更有力地加
强和推动音乐教材的编写与出版工作。
　　基于上述想法，2008年春，廊坊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联合河北、山东、河
南三省16所院校的37名音乐专业教师，共同研究探讨编写出版一套带有自身特色的、完全适合地方院
校使用的音乐专业教材。
现在就已定稿的书稿来看，整套书基本上达到了当初拟定的编写思路与编写要求：教材内容主要面向
地方院校音乐专业本专科学生，在教材中力求体现教学范式的多样化，突出了实用性和时代特色，根
据需要在部分教材中适当加入了提示性的文字，音乐史类教材中尽量加大了图片的比例，音乐欣赏教
材适当考虑兼顾了公共选修课的使用等。
　　这套教材的内容针对性强且循序渐进，几乎涵盖了高等学校音乐专业所开设的主要课程，适用面
较广，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满足地方院校音乐专业的教学需要。
适值此套教材出版发行之际，真诚地希望能够得到广大音乐专业教师、学生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以使其今后能得到不断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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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高等院校音乐类‘十一五’规划教材”，本套教材面向高等院校音乐类本、专科普修学生
编写，充分结合师范院校教学实际情况，内容充实，简明适度，练习多样，层层递进。
本书主要讲述了远古、周代与春秋战国、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音乐的发展，律学成果与音
乐论著以及学堂乐歌的兴起，“五四”运动影响下的新音乐建设，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延安音乐”
与新歌剧的诞生，不同政权区域的音乐文化，20世纪初音乐教育的建设与发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音乐学习者、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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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发展历史，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
考古发现证明，远在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和劳动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比较集中在
我国西南部的云南地区。
自40万年前后或更近的6000年前后，我国的长江、黄河流域；黑龙江、乌苏里江、珠江等地域，均已
出现了区域性的民族文化发展。
　　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遗址中出土的七音孔和八音孔的18支骨笛，经物理测定成
器年代应在8000年左右，经过对音高的测定，已具七声音列的音律结构。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无论在音律计算和工艺制作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审美水平。
同时，也将中国音乐的可证历史延伸得更远。
　　乐舞的发展，是原始社会音乐艺术发展中的重要部分。
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发现了一只距今5000余年的彩陶盆，盆内壁绘有三组舞者的图像，这
是乐舞形象印证的最早实物，从图像的动态分析，可以清晰的证明，我国乐舞已有很悠久的发展历史
，并且可与古籍记载中的有关古乐舞的传说相印证。
　　音乐的起源，从前最简单的论定就是“音乐起源于劳动”，经过近些年众多音乐史学家的深入研
究，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音乐不单单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的发展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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