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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声乐艺术教育新学科丛书&rdquo;&mdash;&mdash;一批为适应新世纪声乐艺术教育建设与
发展的著述将陆续出版。
这既显示了声乐艺术理论建设新的开拓，也是声乐学科理论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展示。
　　艺术新学科的建立，是学科艺术实践为它的基础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千百年来，声乐艺术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人们在劳动号子里时而激越铿锵，时而沉稳呼啸
；婴儿在摇篮曲的催眠声中时而舒坦恬静，时而安然酣睡；当恋人们需求传情表意时，那情歌就是最
为委婉倾心的交流；而当你听到或参与到大众中引吭高歌时，感染你的是热血沸腾的震撼，在千万首
民歌中体验心灵的抒怀，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华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你可以在&ldquo;同一首
歌&rdquo;里感受歌海的澎湃，也可以在&ldquo;激情广场&rdquo;中参与歌喉的竞赛。
我们无须取笑&ldquo;追星族&rdquo;的痴迷状态，那里蕴藏着太多的情感共鸣与内心宣泄；当卡拉OK
进入千百万家庭，还有那千百万计的光盘、盒带成为声乐欣赏与自娱的消费商品&mdash;&mdash;这一
切，给我们带来思考：声乐不仅是人类杰出的艺术创造，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审美需要。
　　声乐艺术实践的深入必然激发理论的探究，它不仅是艺术理论的责任，更是人类审美意识与建设
的追求。
理论本就落后于实践，这就更需要声乐的理论建设，在异彩纷呈的声乐世界中梳理出客观的规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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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声乐教育学》不仅可供全国声乐教育专业硕士生作为学位课程教材，还可供相应本科生、专科
生与一切从事声乐艺术教育的工作者、爱好者等作为必读参考书目。
声乐教育学作为音乐教育学的子学科，以全方位的理论视野，深入概括和论述了声乐艺术教育的系统
结构与规律。
全书共分十章，既有对学科性质与从属的定位分析；又有对中外声乐教育的历史发展、声乐与声乐教
育的审美特征、声乐教育的施教结构与形式、声乐施教系统的审美关系与导向、声乐教育内容的宏观
体系及其教学原则与方法、声乐教育的教学评价与声乐教师的整体素质等进行全面的理论扫描与纵横
系统的统筹评述；并对声乐教育的科学化展望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全书观点新颖、立论鲜明，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具有导向性的声乐教育理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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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歌曲除德奥外，还包括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不同风格、不同题材、有代表性的艺
术歌曲。
法国艺术歌曲在法国本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意大利声乐技巧的影响。
19世纪后半叶，迪帕克、福雷、德彪西、拉威尔、布朗克、柏辽兹、古诺、比才、梅西安等作曲家根
据法国最著名诗人雨果、勒孔特?德利尔、博特莱尔、韦莱纳的诗歌谱写的艺术歌曲，都较好地体现了
法国艺术歌曲的纤巧、细腻、暗示多于直叙、含蓄多于尽情抒发的风格特点，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今
天，始终占据着法国艺术歌曲的主导地位。
　　古典意大利艺术歌曲音中有诗，诗中有音，音乐与诗的结合珠联璧合，美不胜收。
19世纪的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多尼采蒂、贝利尼，他们在艺术歌曲创作领域也作出了杰出
的贡献。
　　艺术歌曲多以独唱的形式出现，演唱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演唱技巧，虽然同样运用&ldquo;美
声&rdquo;技术，但它的演唱风格和技术要求却因内容需要，有别于歌剧。
这首先就要表现浪漫主义诗词的情感和高雅的格调，以含蓄为贵、阴柔见长，因而轻声和半声的运用
就成为演唱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段；其次是加强了伴奏、尤其是钢琴伴奏的表现功能和作用，歌曲中
的&ldquo;潜台词&rdquo;需要钢琴用音乐语言去补充、渲染，在声音的音量上要求控制，并与歌剧演
唱强烈的音响形成了对比；第三是演唱艺术歌曲不同于歌剧演出有布景、服装、道具，以及配角的陪
衬等多种辅助手段的烘托，演员在歌剧中也只扮演一个角色。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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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声乐教育学》是&ldquo;声乐艺术教育新学科丛书&rdquo;之一，全书共分10个章节，主要对声
乐教育学的相关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声乐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从属、声乐教育的发展简
况、声乐与声乐教育的审美特征、声乐教育内容的宏观体系、声乐老师的整体素质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声乐教育学是音乐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它是声乐学与教育学相结合而创建的新学科。
它之所以和音乐教育学分门立户，主要是集中探讨声乐艺术教育的特殊规律，它的理论体系既要揭示
声乐艺术的审美形态与本质特征，又要依此建构它的教育原则与方法。
声乐作为音乐艺术教育的主导形式，不仅在学科性质与特点上有别于器乐形式，同时它在教育过程和
学科培养任务方面也具有相应的独立地位。
为此，需要我们从把握宏观的整体教育目的出发，来构建声乐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声乐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声乐教育这种特殊社会现象及其规律。
它立足于声乐学的视角，但叉要与教育学相结合。
在研究中必须广泛深人地总结声乐教育实践，把局部和表面的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边缘交叉与
渗透中确立声乐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并有针对性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当我们从声乐教育的实践出发，以全方位的视野去审视其宏观，并波及微观的现象去透析，必然
会体察到值得我们理论的内容是如此繁复，叉如此丰富。
可以深信，只要我们不懈地求索，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将会获得自然而和谐的结合；并得到循环的促进
与发展。
我们期待它为推动声乐教育的学科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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