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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规划教材”——一套适应地方本（专）科院校音乐学专业学生使用
的教材将陆续出版。
这既是当前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又体现了地方高校音乐教材建设的新方向。
　　本套教材的编写以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指
导方案》、2006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为指
南，以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
（实验稿）》为主要理论依据，在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地构建了地方高校音乐学专业课程教材体
系。
教材编写成员均是长期工作在各门课程教学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坚实的学科背景与丰富的教
学经验，能最大限度地解决现行教材中存在的诸多与地方高校教学不相适应的问题，突出了音乐教育
的全面发展性、综合性、创新性、专业性、基础性、适用性，从而达到协助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教育目的。
　　本套教材与以往同类教材相比，更加注重课程内容的整合，重视音乐文化、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
知识的关联；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方法的探讨；更加注重理论
与实践的联系，重视运用音乐知识指导艺术实践活动方法的研究；更加注重对先进教学方法的运用，
重视对富有个性特点的教学模式的探讨等。
同时，对现行教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关照学科知识体系的科
学性和系统性，内容上注重知识的融合与渗透。
做到在分科的前提下，加强各学科之间的统整与沟通，对于教材中的重复知识和交叉内容进行重点研
讨，使课程内容既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又有合理的代表性。
　　（2）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与应用，主动接受当代音乐理论的研究成果，把目光放在学科前沿，
时效性强。
努力改变基础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强调高、精、尖的现象，减少过于程式化的内容，做到
既减轻学生的负担，又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使音乐学科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学习成为一个有机的
文化整体。
　　（3）教材内容做到循序渐进，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以学习者的水平、需求为出发
点，以提高学习者的水平、需求为目的，以音乐学科的审美体系为内在逻辑，保证学生认知结构的完
整性和学习过程的有序性。
　　（4）教材内容加强了实践性环节，理论知识和技能的教学设置既针对学生实际需要，又注重学
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的培养。
教材内容简单、明了、清晰，贴近学生，贴近教学，教材的编撰体现了编写者多年教学活动的成功经
验。
　　（5）教材有计划地增加了中外民族文化艺术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中国的民歌、曲艺、戏曲等
艺术形式的内容，以培养学生尊重、热爱本土艺术文化的情感。
　　（6）加强了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实践活动的设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体现在教材体例上
，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能指导学生的艺术实践。
　　（7）教材编写的纵向发展层次与横向发展内容（如知识点、技能点等）有机融合，达成了预设
性目标，并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以促进学生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
　　本套教材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选题，是推动我国地方高校音乐学教材建设的重大工程，凝聚
了编写组集体的智慧。
对于教材中存在的一些疏漏和不足，我们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多多指正，使其得以完善。
本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对编审人员细致人微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感谢他们为全国地方高校音乐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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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本乐理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专业必修理论课程之一。
本课程系统讲授了有关音乐理论与实践的最基本知识，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获得理解音乐表现的基本语
言、逻辑和方法，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音乐理论课程和发展音乐技能奠定基础。
通俗地讲，基本乐理是构建任何音乐知识系统不可或缺的根本，是培育其他音乐关联知识的土壤，是
开启音乐之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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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音的产生　　音是由物体振动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现象。
我们生活的空间里充满了各种声音，这些声音都是由发音体振动之后，鼓动了周边的空气，形成向四
处传播的声波，传达到耳朵的鼓膜而使我们感知到音的存在。
　　由此可知，音的存在必须同时具备振动的发音体（声音源）、音的传媒体（通常是空气）、音的
感知器官（耳朵）三个条件，此为感知声音所必需的三要素。
若三者缺一，则无法感知。
二、音的类别构成音乐的基本元素是音。
所有音可以分为“乐音”和“噪音”两大类，音乐中使用的大部分是乐音，同时使用一部分具有音乐
表现意义的噪音。
三、音、乐音与噪音　　（1）乐音由物体有规则的振动所产生，具有明显而固定的音高。
总体而言，乐音是构成音乐的主要材料，它的物理属性为发音体有规则地振动，具有音高明显而固定
的感知特点，并可以用乐谱准确记录其高度，如钢琴、小提琴、二胡的声音以及各种歌声。
　　（2）噪音是由物体木规则的振动所产生，没有固定的音高。
音乐当中一般只使用乐音化的噪音。
对于这些乐音化的噪音，也会根据音乐表现的需要在音乐中做一定的安排。
例如，鼓、锣、钹、木鱼、梆子等，可以作为节奏乐器或烘托特定情绪而使用。
　　（说明：乐音和噪音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
有些乐器在靠近人类听觉极限的20～20000赫兹附近，音高变得模糊不清，如低音提琴、钢琴的最低和
最高音区，以及短笛的最高音区；而有的噪音乐器却能发出大致明显的音高，如定音鼓、云锣、木鱼
等。
）　　从声学角度来说，音又分为单音和复合音两种。
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声音，绝大多数音都不是单音，而是复合音。
复合音是由发音体的整体与部分同时发生复合振动而产生的。
例如，所有琴弦振动时包含有全段振动和分段振动，各种鼓振动时包含有鼓皮的整面振动和分片单独
振动等。
　　（3）发音体整体振动的振幅大，发出声音的音量也最大，叫基音。
其他部分振动发音的振幅相对于整体振动的振幅较小，所发出的音量也较小，叫泛音。
以琴弦为例，全段振动的振幅最大，所发出的音最响，为基音；弦长二分之一段、三分之一段、四分
之一段⋯⋯振动的振幅小，发出的声音也越小。
第一泛音的音量仅次于基音，第二泛音次之，第三泛音再次之。
各种鼓振动发音时也是复合振动j基音为全面振动所发出的音，泛音为分片振动所发出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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