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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个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一个学科的建设离不开与国际接轨，离不开引进与译介该学科国际
领域中重要经典文献与最新学术成果，离不开拥有一个宽广的国际视野。
对于音乐教育学这样一个在我国还很年轻的学科来说，尤为如此。
应该说，我国的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音乐教育学科积极地开展国际交流，翻译了不少文
献、著述，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然而，随着我国该学科的迅速发展，目前的这种了解水平，显然还是不能够适应形势的，尤其在
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
仅以牛津大学出版、理查·考威尔（Richard Colwell）编的《新音乐教学研究手册》（The New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sic Teaching and Learning）为例，该书所涉及的领域包含政策与哲学、教育
的语境与课程、音乐的发展与学习、音乐的认知与发展、社会文化语境、音乐教师教育、音乐教育的
学科综合、神经系统科学、医学和音乐、普通教育的成果、音乐教育中的研究设计与批评等诸多范畴
，内涵了音乐教育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课程理论、研究方法等诸多学科。
又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过去的五十五年里举办过共27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
这些会议在不同领域（包含其所属的学校音乐与教师教育；专业音乐家教育；研究；特殊音乐教育、
音乐治疗与音乐医学；早期儿童音乐教育；社区音乐活动；文化、教育与大众传媒音乐政策等领域）
中，所取得的大量学术成果及其出版的文献亦是浩瀚的。
与之相比，目前我国所翻译的有关著述的确非常有限。
因此，才有了本译丛的最初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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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为音乐？
音乐在学校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吗？
如果是，为什么？
音乐课该教哪些内容？
如何教？
本书通过把音乐理解为多样化的人类实践之广义研究，为上述问题提出了新的答案。
本书打破传统的音乐教育哲学，为表演、聆听、音乐素养、多元文化、创造性活动、自知自觉、课程
发展等多方面的自然属性和意义提出了创造性的反思和透析。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特别关注现有的音乐教育理论所遗漏和忽略的问题。
第一部分探讨古往今来的哲学与音乐教育的关系。
第二部分在音乐的本质和价值的新思维方式上构建了音乐教育哲学。
第三部分为音乐教学提出了一种新的音乐课程发展观。
基于对过去的哲学思想敏锐的反思，本书发展了一种多元音乐观念。
它解释了为什么音乐制作和聆听是人类可获取的、独一无二的思维形式，叉是人类认识中最重要的、
独一无二的资源。
    基于对近期哲学与心理学研究的详细考查，本书建立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哲学基础，它可以断定：
对所有人来说，音乐在教育中部占有中心地位。
本书中“课程作为实践”的观念，为音乐教育者解释了应该如何去实现他们的要求。
    本书构建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理念。
这是专门为激励、引导和支持在职和实习音乐教师而设计的，也适用于处理音乐教育中的许多理论与
实践问题。
作为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和构建个体哲学的催化剂，它为音乐教学中的“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样”
提供了严密的反思。
通过有说服力的综合讨论，本书强有力地证实了音乐是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有动力的和实践性的
追求之一，也是个体和集体全面发展的根基。
因此，当然也是音乐教育实践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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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埃里奥特博士现为纽约大学音乐与表演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
他曾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并在印第安那大学、西北大学、开普敦大学、北德州大学和里莫力克大学爱
尔兰音乐中心担任客座教授。
作为音乐教育哲学家，埃里奥特博士在音乐教育专业所任教的课程包括音乐教育基础、音乐认知、研
究方法、音乐课程发展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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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节 再谈人类意向和人类兴趣　　人类意识的拱形概念指出了若干相互依赖的人类意向。
这些倾向有助于解释人类对音乐制作和音乐聆听的兴趣。
　　首先，我们应用意识的力量不仅为了生存而且为了理解，这似乎是人类的特定倾向。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渴望知道”。
人类试图理解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有能力做什么。
我们具有给意识带来秩序以及获得自知自觉的固有倾向。
　　第二，与第一个倾向密切相关的是，我们倾向于享受超越我们意识能力的追求。
人们享受（并寻求进一步的乐趣）他们感到有魅力的、有难度的和自我实现的追求。
我们被激励去更多地理解我们的能力。
我们期待着挑战我们能力的和牵涉我们全部意识力量的事业。
我们为了自我发展而去奋斗，而后者则产生于我们将意识力量倾注于具有挑战性的事业的行为中，这
便是人类的特点。
　　在追求自我发展和沉浸做事之前，人们首先需要可做之事。
这些追求来自于人们已经做的事情。
人们具有详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倾向。
斯巴舒特称之为“在必需品之中制作价值的倾向。
”例如，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用逃跑或逃窜来逃避危险。
但是许多人为了逃跑或逃窜而逃跑或逃窜，或是为了截住足球和在篮球比赛中得分而行为。
类似的，虽然吃喝是必需的，菜单、宴会、桌布、饭馆和服务员则不是。
开车上班对于许多往返于郊区和市区之间的上班族来讲是必需的。
但是在公路汽车赛和赛车中开车则不然。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必需的”活动导致了可识别的追求。
像跑步、吃饭和开车这样的普通活动成为具有特定目标、规则、标准、传统、英雄、传奇、一套知识
和竞争的追求（或是游戏、意识和运动的各个方面）。
如果同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聆听声音这一最基本的人类需求之上，那就太匪夷所思了。
　　第四，我们已然看到意识如何成为生物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结果（基因和文化基因）。
人们都同样具有物质性、思想性、生物性和社会性。
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追求与生物的欲望或社会的欲望相关的体验和意识、抑或反映在体育中、绘画
中、歌曲中和故事中的对这些欲望的视觉和听觉方面的共鸣便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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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专门写给音乐教育专业的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在职音乐教师们的。
主要致力于对音乐与音乐教育本质的剖析。
通过批判性的讨论和实践原理的发展，《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旨在让人们获得对音乐制
作和音乐聆听最完整的理解和投入而构建一个哲学基础。
　　传播世界音乐学术研究新空气，开拓国际音乐教育探索新视野，引领音乐艺术与科学的新结合，
提供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新动力。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注音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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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