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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音乐及作品鉴赏》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材修订版
。
该书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修订，除保留原有特点外，还作了调整与补充。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改变了原教材文字与谱例分离现象，同时单设“代表作品鉴赏”一节集中赏析经
典作品，力求在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歌、乐曲，结合文化背景、音乐形
态等特点加以分析，使教学更加符合民族音乐学科特点。
二是增设了三个辅学栏目，即“学习目标”、“相关知识点链接”和“自我评价与实践”。
“学习目标”不仅引导学生学习音乐知识与技能，还包括对民族音乐的情感、态度价值；“相关知识
点链接”弥补了课堂教学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课本上没有的相关信息在这里可得到补充；“自我评
价与实践”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让他们自己评价自己，并进行归纳、总结，在力图对某一个问
题寻找多种解答的过程中培养和形成创造性思维。
另外，本修订教材还随书配发了教学辅助音响资料，其中，少数民族音乐音响（像）十分精彩，是配
合民族音乐教学的珍贵资料。
　　《中国民族音乐及作品鉴赏》可供高等学校本科音乐专业师生使用，也可供成人教育、专升本教
育及广大音乐爱好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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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民歌与歌舞同曲艺、戏曲、器乐的关系汉族民歌在整个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是一
个产生最早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它是曲艺音乐、戏曲音乐、器乐曲的基础。
反之，器乐、曲艺音乐、戏曲音乐的形成与发展，又给民歌以积极的影响。
（一）民歌与曲艺音乐的关系众所周知，很多曲艺音乐存留着民歌的痕迹，因为民歌里本来就蕴涵着
曲艺音乐的因素。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时调小曲。
它的许多歌曲有很强的叙事和表演的性质，大多是分节歌，如《孟姜女》和《茉莉花》等，都叙述了
一个有情节、有人物的故事。
再者，时调的传唱人有能力在艺术形式、表现方法方面进行加工，使它逐渐具备过渡到曲艺或戏曲音
乐的条件。
我国曲艺有三百多个曲种，现在比较流行的、有较大影响的曲种有单弦牌子曲、四川清音、河南曲子
等，其中不少曲牌来自当时的民间小调。
如古老的“木板大鼓”，是在河北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成的，它经过长期流传加工，吸收了梆子、民
间小调等的音乐逐步发展为目前的“京韵大鼓”。
又如“河南坠子”的前身是“英歌柳”，据传也是当地的小调，后与道情结合而成。
可见民歌与曲艺音乐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二）民歌与戏曲音乐的关系我国的戏曲，作为一种音乐、舞蹈、戏剧三者结合的综合体裁，它的起
源常常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歌舞。
我国远古时期的歌舞综合性很强，集诗、歌、舞为一体，这为戏曲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据当时文人的记载，古代的戏曲，其音乐大多来自民歌。
如南宋时的南戏，其音乐系采自流行于南方的民间小曲、宋词和歌舞大曲的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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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音乐及作品鉴赏》是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音乐教育)专业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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