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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音乐教师实用手册》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篇是音乐基础知识，侧重于音乐教师的专业素养。
第二篇是音乐教学技能，主要包括音乐微格教学、即兴伴奏、歌曲创作、课前准备与音乐教学评价等
内容，突出课堂教学的艺术，理论阐述与教学实践的结合，紧扣新课标的要求，易于操作。
第三篇是音乐教学方法，详细介绍了《音乐课程标准》中各教学领域、教学模块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并介绍了课外音乐活动的组织方法、技巧和专业要求。
第四篇是音乐教育课题的研究，对研究的不同阶段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一一作出解答。
附录部分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中外器乐作品欣赏，作品难度适中，具有代表性，且附谱例和相关知
识导读；其次从实用的角度简要介绍了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最后附有音乐家年表，方便教师查阅
。
　　本手册的特点是简明扼要、便于检索，力求满足中小学不同层次音乐教师教学改革的需要，同时
兼顾即将步入教师行列的师范生的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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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 音乐基础知识第一章 记谱法知识第一节 简谱基础知识一、简谱怎样表示音的高低二、简
谱怎样表示音的时值三、简谱怎样表示休止第二节 五线谱基础知识一、五线谱的构成二、五线谱怎样
表示音的高低三、五线谱怎样表示音的时值四、五线谱怎样表示休止第三节 节奏与节拍第四节 速度
与力度一、怎样表示速度二、怎样表示力度第五节 常见演唱与演奏记号第六节 装饰音标记第七节 常
见省略标记第二章 声乐知识第一节 人声的分类和特点第二节 童声的音域与嗓子的保护第三节 青少年
变声期的特点与声音训练第四节 歌曲演唱形式第三章 曲式学知识第一节 曲式的基本部分和附属部分
第二节 乐段及内部结构第三节 单二部曲式第四节 单三部曲式第五节 复三部曲式第六节 变奏曲式第七
节 回旋曲式第八节 奏鸣曲式第九节 套曲与组曲第四章 管弦乐队知识第一节 弓弦乐器分类及演奏特点
第二节 木管乐器分类及演奏特点第三节 铜管乐器分类及演奏特点第四节 打击乐器分类及特点第五章 
民族乐队知识第一节 民族器乐知识一、常见拉弦乐器及特点二、常见弹拨乐器及特点三、常见吹管乐
器及特点四、打击乐器分类及特点第二节 小型民族乐队演出形式一、丝竹乐二、吹打乐三、打击乐四
、戏曲音乐五、小型民族乐队第六章 合唱指挥知识第一节 指挥的准备工作第二节 指挥技巧第七章 音
乐鉴赏知识第一节 音乐表现要素第二节 音乐体裁的特性与分类第三节 常见音乐体裁第四节 常见舞曲
体裁第五节 西方音乐风格与流派一、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第八章 少儿心理和音乐才能发展特点第
二篇 音乐教学技能第九章 音乐微格教学第十章 即兴伴奏第十一章 歌曲创作第十二章 课前准备第十三
章 音乐教学评价第三篇 音乐教学方法第十四章 识谱与视唱听音教学第十五章 歌唱教学第十六章 演奏
教学第十七章 唱游教学第十八章 创造教学第十九章 音乐鉴赏教学第二十章 第二课堂第二十一章 校外
音乐教育第四篇 音乐教育课题的研究第二十二章 音乐研究方法第二十三章 怎样做音乐教育课题附录
一、器乐作品欣赏二、国外著名音乐教育体系介绍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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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曲式的基本部分　　基本部分主要是各主题初次陈述及其展开部分、中间部分和再现部分，无
论是增加还是省略，都对曲式结构产生直接影响。
　　主要主题初次陈述的结构名称可能有差异，如单三部曲式的第一部分、复三部曲式的第一部分、
回旋曲式的叠部、奏鸣曲式的呈示部等，但都位于基本部分的开始位置，一般采用呈示性写法，结构
规模及长度依据曲式和作品的规模可大可小。
中间陈述位于乐曲的中间部分，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有几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不同的写法：可能
揭示新的主题，这时往往保持呈示性写法，结构相对比较规范，如单三部曲式的对比中部、复三部曲
式的三声中部、典型回旋曲式的插部及回旋奏鸣曲式的中间插部等；也可能是主要主题的展开，即以
曾经陈述过的主题材料为基础，将其进一步发展，深化主题或赋予主题以新的意义，如单三部曲式的
发展中部、复三部曲式的插部等，最典型的是奏鸣曲式的展开部。
　　再现部分是主要主题在中间陈述之后的重复出现，体现了曲式最重要的美学原则，是促进整个曲
式统一的基础，存在于绝大多数的传统曲式结构之中。
　　音乐中具有一定完整性、能够独立存在的最小曲式结构单位是乐段，向下可以分出乐句、乐节、
乐汇等若干句读；向上则可以构成更高一级的曲式结构：单二部曲式、单三部曲式、复三部曲式、变
奏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式、各种套曲和组曲等。
　　2.曲式的附属部分　　音乐作品曲式结构中，基本结构之外的部分都属于附属部分，一般不影响
曲式的类型，不直接参与曲式结构的形成，主要包括引子（前奏）、连接部（间奏）和结束部分（尾
声）。
　　引子是进入乐曲基本部分之前的准备，通常位于乐曲或某一部分之前，可能属于整个乐曲，也可
能属于乐曲的某一部分，其长度与整个作品规模相适应。
引子常以后面主题的某些因素为基础，如旋律片段、织体形态、节奏音型等，甚至仅用一个和弦重复
引导基本部分的呈示。
引子一般没有清晰的主题感，以免削弱基本主题的主导地位。
为乐思发展的需要，某些曲式结构中引子也可能形成独立引子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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