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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音乐教育的前提，是人们对音乐的感受力。
舞之蹈之，歌之咏之，本是源于人的情感，发抒人的感受。
应该说，我们都热爱音乐，音乐就在我们身边。
然而，我们的音乐教育，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小学、初中乃至高中都开设音乐课，但到了大学，音乐
的感受力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重视。
我们当然可以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应试教育的弊端，可这对于已经被耽误了的训练和本性，是不能因为
有了原因就可以改变的。
基于这种认识，作为大学的音乐教育课程，不能再是音乐知识的简单学习，也不能再在音乐技巧上做
共同要求。
大学的音乐教育，要从大学生音乐感受的需要出发，立足于实现作品的理解鉴赏，立足于音乐表现形
式的自我实践，立足于对音乐感受的自我表现。
　　《大学音乐——鉴赏与实践》系列教材，从六个方面分册而著，把对音乐的感受和实践放在首位
，将音乐的专业门类以鉴赏和选修的形式融进教材之中，既可满足大学生选择性学习的需要，也可为
大学音乐教师根据所长开设专题选修。
我认为，《大学音乐——鉴赏与实践》系列教材的编著者对大学音乐教育的主旨的把握是准确的，教
材体系的设计也是精到的。
出于这种共识，欣然为之作序。
　　教材只是学习内容的的静态形式，教育思想和理念只能靠老师的具体教育行为去体现。
因此，教师如何把握教材，如何实施教材，是落实音乐教育思想的关键。
这套教材的特色不但是教材编写的主旨鲜明、体例明确，在教学方法的定位上也是颇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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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歌唱艺术与实践》由上下两篇组成。
上篇歌唱艺术篇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了歌唱艺术的基本知识；下篇歌唱实践篇，以歌谱谱例的形式
，收取了80首外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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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常见的声乐演唱形式　　以人声为主演唱的音乐，在人类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极其多
样的表演形式，一般根据歌唱人数的多寡及音乐结构的性质等分为以下几类：　　1．独唱　　单独
一个人演唱的形式。
它是演唱形式中很重要的类型之一。
其中依据音色的区别又可分为男声独唱(包括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声独唱(包括女高音、女中
音、女低音)、童声独唱三种类型。
我国民间说唱音乐中的单弦、琴书、鼓词、清音、弹词等表演形式，也属于独唱性质。
独唱可以充分显示演唱者的声音特性、演唱风格与歌唱技巧，在艺术处理上也较自由。
　　2．齐唱　　齐唱是由两个人或许多人演唱同一旋律的演唱形式。
依据音色又可分为男声齐唱、女声齐唱、混声齐唱、童声齐唱等。
某些坐唱、弹唱、表演唱等也属于齐唱一类。
齐唱要求演唱者起音、音准、节奏速度、风格、音量等各方面整齐划一，准确协调，在发声方法上也
要力求一致。
齐唱适合于演唱进行曲、军歌及大众化群众歌曲。
　　3．重唱　　是一种分声部的演唱形式，每个声部由1～2人担任。
它根据人数的多少和音色的区别又可分为男声重唱(包括男声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等)、女声重唱(
包括女声二重唱、三重唱等)、混声(男女声)重唱(包括二重唱、四重唱等)、童声二重唱。
重唱应充分表现多声部歌曲中各声部旋律的起伏抑扬的清晰线条和均衡谐和的融合性，在演唱上要求
各方面互相配合，达到协调统一的效果。
　　4．对唱　　一种对话或问答式的歌唱形式，对唱是演唱形式中较为活泼的一种。
所演唱的多为单声部性质的歌曲。
一般可由二人(或三人)对唱，也可分组对唱，有男声对唱、女声对唱、男女声对唱等，人数不限。
如《黄河大合唱》中的《河边对口唱》即为男声对唱，还有电影《刘三姐》中的对唱等。
对唱在表演上常配合着舞蹈动作，情绪欢快而热烈。
在演唱匕要求彼此配合，衔接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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