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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乐教育是培养复合型高级人才, 提高新一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开展音乐教育应

从三个方面着手: 在开课指导思想上, 应以普及音乐教育,提高审美情趣, 构建和谐校园为目的; 在教材内容的选定

上, 应特别重视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 以中外经典作品为主要内容;在教学方法上, 应以教师指导, 师生相互交流,

共同欣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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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高等院校开展音乐

教育, 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 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特别是培养他们丰富的情感和美好的心灵, 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 如何推进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呢?

我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认清音乐教育的作用, 二

是探讨音乐教育的途径。

一 � 开展音乐教育的作用
音乐教育在我国的远古时代即已开始。修海林先生在

 中国古代音乐教育 !中说: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 古代乐教

的产生, 应起于氏族社会的祭祀礼仪的歌舞活动, 并且成为

当时社会教育的主体部分。# [ 1]由此可知, 音乐教育不仅在中

国古代的氏族社会即已存在,而且是古代中国社会教育的主

体部分。我国春秋时期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 不仅把 ∀音

乐#看成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而且将 ∀乐教#放在 ∀六艺#

的第二位。孔子还多次阐述过 ∀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 #的道

理。[ 2]在中国古代的 孝经!中, 也明确地提出了 ∀乐者, 德之

华也#的观点。[3]可见音乐的教化功能和作用。总结中国古

代的音乐教育, 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重视音乐教育的政治功能。在周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广

下, 音乐教育依附于礼,与礼并称为礼乐, 成为周代统治者治

国方略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可以说, 周代的统治绵延达 800

多年 (约公元前 11世纪 ∃ ∃ ∃ 公元前 256年 ), 音乐教育的政

治功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重视音乐教育的教化功

能。孔子在  论语 % 泰伯 !中说: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

乐#。[ 4] 128孔子认为, 诗歌可以振奋精神,礼节可以坚定情操,

音乐可以促进事业的成功。可见音乐对一个人的熏陶是何

等的重要。孔子之所以这样说, 是他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发

现, 音乐具有极强的教化功能, 一个人在教育完成的最后阶

段, 就是音乐教育的完成。三是重视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

在 论语!中, 孔子的学生曾记下了孔子听  韶乐!后所发的

感叹: ∀子在齐闻 韶!,三月不知肉味, 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

斯也 ∋ 。# [ 4]11正是因为音乐外在的节奏美、韵律美、音调美和

内在的崇高美、悲剧美、喜剧美等种种审美特质,使孔夫子在

听 韶乐!后有 ∀三月不知肉味#的感慨。

不仅中国古代的先人重视音乐教育的巨大作用, 西方的

先哲们, 也把音乐看成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古希腊的哲

学家柏拉图就认为音乐教育比其他类型的教育更为重要。

他在 理想国!中说: ∀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

的深处, 如果教育的方式合适, 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

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合适的教育, 心灵也就因而

丑化。# [5]因此, 在西方教育史上,音乐教育一直作为一门重

要的课程, 在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程度地开设。即使是教徒们

到教堂作礼拜 ,也要把唱诗作为一门必修的功课, 可见音乐

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培养人才中的重要作用。直

到今天, 音乐教育在中外高等教育中, 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杨朗先生说: ∀目前, 在我国高校中, 清华、北大、上海交

大、西安交大、哈工大等名牌大学开设了如  中国音乐史 !、

 西方音乐史!、 名曲欣赏!、 基础乐理 !等选修课。世界著

名的理工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在校本科生在学习期

间必须修满 8门人文课程, 在这 8门人文课程中要求有 3门

艺术课程。据统计, 近 80%的学生在艺术课中选择了音乐

((目前, 音乐教育在大学, 特别在理工类大学的普及, 已成

为一种世界性的普及。# [ 6]为什么名牌大学的学生, 其素质要

高于一般高校的学生, 其文化素质的氛围, 特别是音乐氛围

的熏陶, 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世界上最杰出的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 ∀如果我在早年

没有接受音乐教育的话, 那么, 我在事业上将一事无成。# [ 7]

爱因斯坦的成功经验, 给音乐教育的作用作出了最好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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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据调查统计, 经常接触音乐的学生, 不仅智商高于其他

同学, 其情商也高于其他同学, 参加工作后, 其成就也大于一

般人。著名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的音乐寓

言与音乐思想时, 曾对音乐的作用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

说: ∀我们在  乐记 !里见到音乐思想与数学思想的密切结

合。 乐记!上  乐象!篇里赞美音乐,说它&清明象天, 广大

象地, 终始象四时, 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 八风从律

而不奸, 百度得数而有常。大小相成, 终始相生, 倡和清浊,

迭相为经, 故乐行而伦清, 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

下皆宁。∋在这段话里见到音乐能够表象宇宙,内具规律和度

数, 对人类的精神和社会生活有良好的影响, 可以满足人们

在哲学探讨里追求真、善、美的要求#。[ 8]由此可知, 音乐在培

养大学生的过程中作用是巨大的,是无可替代的。

二 � 开展音乐教育的途径
作为非音乐专业的高校大学生如何开展音乐教育, 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课题。首先, 在开课的指导思想上, 应以普及

音乐教育, 提高审美情趣,构建和谐校园为目的。长期以来,

音乐教育强调以音乐知识为本位, 以音乐的技巧为核心, 割

裂了音乐本身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底蕴, 背离了音乐教

育的目的。我们的非音乐专业的大学生, 学习音乐的目的不

是出去从事专门的音乐工作或音乐教育, 其目的是通过音乐

教育, 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 并为构建和谐校园而成为其中

的倡导者或实践者。如欣赏中国古典琴曲 高山流水!时,我

们并不需要了解琴曲的曲式结构等复杂深奥的音乐专门知

识, 我们只需要了解琴曲优美的节奏和旋律, 以及由旋律构

成的优美意境。在 高山流水!中, 音乐的旋律由静到动, 由

缓到疾, 由婉转到跌宕,由点滴到浩荡, 无不达到一种和谐的

完美境界。音乐的力度和节奏, 与所表达的流水的徐疾、大

小非常协调, 其音乐的曲调与作者所表达的感情也达到了高

度的和谐。在音乐的力度和节奏中,作者尽情地描绘着大自

然的美景, 尽情地抒发着志在高山流水的情怀, 大自然的美

景与真情达到了高度完美的融合。在欣赏这首作品时, 同学

们不但可以感受到演奏者通过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把自然界

中的流水塑造成为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 而且可以在感受流

水形象的曲调中进入一种胸襟开阔, 百折不回的精神境界,

更可以感受到人的意识与宇宙意识的和谐交融。达到了这

种境界, 我们非音乐专业开设音乐选修课的目的就达到了。

其次在教材内容的选定上,应借鉴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

成功经验, 重视音乐教育的政治功能、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

特别是重视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因为对美的感知和理解

是音乐审美的核心, 是审美修养的重点, 如果不培养这种对

音乐的审美修养, 那么,人的感情对于生活中的一切美好的、

高尚的东西都将无动于衷, 人一旦到了那种地步, 将与动物

没有任何区别。正因为如此, 我们在选定音乐教育的内容

时, 一定要选择那种久经历练而永不衰竭的中外经典作品作

为教材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选择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积淀着

民族文化的传统、体现着民族精神, 能够提高人的民族意识

和审美意识的古典名曲作为教材内容。如民族器乐合奏曲

 春江花月夜!, 以清新、优美的曲调, 形象地描绘了江南水乡

春江夜月的迷人景色。在演奏中,各种民族乐器各自发挥着

自己的独特作用。琵琶着重用于模拟江楼钟鼓和急浪排岸

之声; 二胡着重表现绵邈的思绪与曲终人不见的淡远之情;

古筝着重模仿跳荡或舒缓的水流之声; 洞箫则表现了舟子晚

归、渔歌互答的悠扬之美; 钟声衬托了静谧的气氛; 鼓声则表

现了明月映照下惊涛拍岸的气势。各种乐器在演奏时或简

或繁, 或停或续, 或高或低, 或正或反, 或短或长, 或分或合,

既千姿百态, 又围绕着同一主题进行演奏。旋律委婉质朴,

节奏流畅多变, 所表现的音乐形象十分鲜明、生动, 整个作品

犹如一首典雅而浪漫的诗篇,犹如一幅抒情而又写意的山水

画, 作者在诗情画意中尽情地歌颂和赞美了祖国的锦绣山

河。将这些优美的中国古典名曲作为教材内容,对于提高非

音乐专业的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 在教学方法上, 应以教师指导, 师生相互交流, 共

同欣赏为主。教师在教给学生如何欣赏的技巧时, 应着重引

导学生如何共同欣赏中外名曲, 引导学生在优美的音乐中,

妥善地调节自己的情绪, 合理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正面情绪,

削弱乃至消除自己的负面情绪, 并通过优美的音乐, 对自己

的情绪进行自我安慰与疏导, 从而摆脱不良情绪的体验, 使

师生双方共同在优美音乐的教学与欣赏中, 升华自己高尚的

审美情操。

音乐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 音乐作品对人们的道德观

念、思想情操和情趣世界的影响是潜在的, 这种潜在的影响

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这就是音乐作品和音乐教育的辩证

关系。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两

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因而把 ∀移风易俗#的重担交给了音乐教

育。我国古代把 ∀乐#和 ∀礼#并列,就是看到了音乐教育可以

影响一定的社会风尚, 可以形成一定的社会习俗。正因为如

此,高等院校开展音乐教育, 并探索到一条正确的途径, 对于

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对于和

谐人格的建立与和谐校园的构建,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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