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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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提示性的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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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按照教学大纲要求，结合实际教学经验，以试唱练耳技能的学习为主线，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
难的原则，将音乐的基础理论贯穿于其中，引导学生先有良好的感知，再分析、实践，通过唱、听、
读、写等过程，最终掌握这门课，为学习和声、作品分析、作曲等其他理论知识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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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同度关系的旋律音程　　同度关系的旋律音程常用来表现坚定、果断的情绪，如郑律成《解
放军进行曲》。
　　2．大、小二度旋律音程　　大、小二度旋律音程具备流畅自然的级进形式，因此成为构成各种
音阶的最主要的音程关系，常用来表现温柔、流畅的情绪。
如舒伯特《小夜曲》。
　　3．大、小三度旋律音程大、小三度旋律音程常用来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
如张式业《快乐的哕嗦》。
　　4．纯四度、纯五度旋律音程纯四度、纯五度旋律音程在音乐的旋律进行中应用较广。
上行弱起的纯四度音程常给人以激进、刚毅、坚定的情绪，下行的纯四度常用来表现沉稳、质朴的音
乐形象。
纯五度旋律音程在不同的调式中表现色彩不同，大调中的纯五度具备昂扬、跃进的情绪，小调中的纯
五度常给人以沉稳、忧郁之感。
　　5．六度、七度、八度旋律音程六度、七度、八度旋律音程具备宽广的音乐形象，常用于乐曲的
高潮，用来表现最为强烈的情感。
（二）和声音程的表现特点和声音程有协和和不协和之分，协和音程应用较为广泛，常用来表现平静
、柔美的音乐形象，而不协和音程与协和音程相比应用的较为有限，常用来表现音乐形象中紧张不安
的隋绪和激烈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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