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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跨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与任务，并提出以“
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基本方针，把教育的发展放在了整个中华民族振兴的
突出位置。
教育部又制定了《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把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作为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重点工程之一，提出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目标。
这一构想与目标，符合国际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是解决我国目前教育需求不断增长与教育资源相对
短缺矛盾的有效措施。
同时，也是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
中央音乐学院创建于1950年，已有50余年的教学历史，是我国国家级惟一的一所重点艺术院校和“211
工程”建设大学，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于1999年12月21日成立了“现代远程音乐教育中心”(2001年更名为“现代远程音
乐教育学院”)，2002年2月22日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被教育部审核批准为高等院校远
程教育试点单位。
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将通过远程音乐教育网络，把最新的、科学的、体系化的教学内
容与方法，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全国的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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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是专为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高中起点专科班”、“
高中起点本科班”而撰著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同时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鉴赏》（一）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中国少数
民族音乐文化》附赠光盘）的全面深化。
根据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相应教学大纲、学历层次等的要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
化》在原有教材课件基础上做了较大的调整。
譬如，所有章节均做了相应的压缩（尤其在视、听、谱例、讨论、记忆与思考等方面），但在音乐文
件方面作了适度的补充；在撰著中尽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的内容表述每一讲的中心思想
；为教材配备了相应的电子课件，以适应远程音乐教学的特点；教师还将定期在中央音乐学院现代远
程音乐教育学院网站解答一些学生的提问、参与某些专题性讨论，并且指导学生进行某些实地采风活
动等等。
目的旨在弥补师生间由于“教、学分离”而带来的距离或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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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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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大学阶段的教学内容，想要将中国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作一全面的介绍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中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即便每个民族单为_讲(每周2学时)，也大致需要近4个学期①才能将其全
部“过”一遍。
况且中国各少数民族多具有博大精深的音乐文化背景、绚丽多姿的音乐表现形式，甚至有许多民族的
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用音乐来记录、传承、表述的⋯⋯本教材按一个学期的时间，将课程内容分为18讲(
原则上按中国少数民族各分布地域内民族种类的多少排序。
例如西南、西北、中南·东南、东北·内蒙古)。
各地教学中心的教师可根据自己具体的教学对象、计划，并参考本教材的“记忆与思考”题，选择其
中的16讲作为教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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