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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这本基础理论书籍的写作，伟大的哲学家卡尔·R·坡珀强调“客观认识”一词。
当然，他可能错了。
这个词显然不能为漫不经心地研究或者草率地写作寻找藉口，而应是科学地陈述，因为人类的思想常
常容易出偏差，而真理的揭示也未必永恒。
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知识结构的重大改变。
真理的品质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关于真理的概念之上，而是关于真理的各种迥然相异的理念。
我们对世界的感观认识与我们精神理念以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感知世界与世界本身并非
同质。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可能出错。
我的某些论点在二十年后可能是错的，而很多与我观点不同的意见却有很好的论证支持。
因此，这本书绝不能被理解为音乐教育的定则，而是对音乐教育不同领域的探讨。
我希望通过该书引发对音乐教育的讨论，并取得进展。
音乐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体现了文化现象与政治主张、神经生物学决定的客观事实与人的主
观意志、情感交流与技巧运用之间激烈的交叉碰撞。
　　音乐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是相对年轻的。
三十年前，欧洲首度在音乐教育领域开设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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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这本基础理论书籍的写作，伟大的哲学家卡尔·R·坡珀强调“客观认识”一词。
当然，他可能错了。
这个词显然不能为漫不经心地研究或者草率地写作寻找藉口，而应是科学地陈述，因为人类的思想常
常容易出偏差，而真理的揭示也未必永恒。
科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知识结构的重大改变。
真理的品质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关于真理的概念之上，而是关于真理的各种迥然相异的理念。
我们对世界的感观认识与我们精神理念以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感知世界与世界本身并非
同质。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可能出错。
我的某些论点在二十年后可能是错的，而很多与我观点不同的意见却有很好的论证支持。
因此，这本书绝不能被理解为音乐教育的定则，而是对音乐教育不同领域的探讨。
我希望通过该书引发对音乐教育的讨论，并取得进展。
音乐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它体现了文化现象与政治主张、神经生物学决定的客观事实与人的主
观意志、情感交流与技巧运用之间激烈的交叉碰撞。
　　音乐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是相对年轻的。
三十年前，欧洲首度在音乐教育领域开设博士学位。
如今音乐教育作为学科来讨论其存在的权利时，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音乐教育史仍然受制于历史学科
，音乐学习过程的问题心理学通常有更好的解答，音乐学习的现象可能更多地属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范
畴，课程原则取决于它属于政府体制下的学校而不是基于音乐教育目标的原则。
这些讨论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就是音乐教育可以被科学地认定为交叉学科而不是特定单一学科。
　　音乐的教与学的复杂性，音乐教育在音乐、生活与社会中的角色和关于文化认同的争论等，使得
音乐教育成为理论学科和高层次的课堂教学的特定学科。
相关的音乐学习过程的所有方面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学互相关联，服从于音乐教育及其
多学科网络。
　　然而，这个特征似乎比其他学科，例如化学中概念的确定性更为难以把握。
自从氧元素被发现后，很显然，原先人们所认为燃烧物体中的“燃素”是不存在的，而水是由两种元
素构成的。
与此相比较，如何发展一个学生的作曲能力的问题显然充满变数。
相比较于爱因斯坦关于空间与时间的相对论概念，课堂音乐教育中关于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
比文艺复兴和早期巴洛克时期更为重要这一定则更多地受到质疑。
音乐教育必须同时应对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识，它必须处理自然科学与经验主义研究两个领域的问题。
音乐教育最终不是跟以下问题发生深刻联系，如创造性思维、政治理念、审美认知等。
科学的音乐教育学是为以音乐为主导的课堂教育制定的重要原则。
它在复杂的科学领域里保持整体功能，关注音乐教育的方方面面。
虽然音乐教育仍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而更像一种科学方法的探究，选取何种方法则取决于
实际音乐教育问题的研究性质。
　　我深切地期望，本书能够对中国蓬勃发展中的音乐教育事业有所贡献，并希望能够在东西方文化
的沟壑之间架筑桥梁。
关于这个跨文化研究的尝试，我特别要向音乐教育家余丹红博士、打击乐演奏家彭瑜、竖琴演奏家周
洁致谢，她们帮助我对中国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有了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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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音乐教育的基本原理1.1　人类学论点1.2　音乐教育的四个基本方面：目标、课程、学习与
方法1.3　心理学方面1.4　音乐与医学第二部分　音乐教育的范例、概念和原则2.1　以音乐活动为主
导的音乐教育2.2　听力、感知与演绎2.3　 多元审美教育2.4　奥尔夫、科达伊等2.5　新趋势：音乐、
整体观和有效利用第三部分　课堂教学中选用的方法、领域和例子3.1　自己的学习过程：学习中的自
我管理3.2　协秦曲：从最初理念到学生作曲3.3　清唱剧：从唯灵主义信仰到“未日启示”的追寻3.4
　你好，德沃夏克先生：音乐家传记的课堂教学3.5　生活音乐：选用原曲、改编曲和即兴曲3.6　音乐
和迷醉：萨满巫术、狂欢锐舞派对和音乐疗法3.7　先锋派，后现代主义，走向未来3.8　音乐教育中的
人声和歌唱3.9　跨文化主题：《图兰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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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音乐教育的基本原理　　1.1　人类学论点　　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
的发现，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音乐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活。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不包含音乐。
音乐和人类似乎无法分割。
　　音乐、象征和表达　　人类在设计自己的生活和营造生存空间时，不仅会考虑到实用性，而且往
往会超出功能性的需要，这种现象似乎与其他各方面的根本情况一致。
低等动物似乎是按照感觉和运动、生命的新陈代谢以及繁殖的生物习性生存下去的。
这种纯粹意义上的生命交响曲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多彩的大自然。
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低等动物有任何文化，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能从科学角度证明低等动物没有
自己的文化。
　　尽管如此，动物们会建构自己的生存空间。
动物的巢穴往往结构复杂，堪称建筑中的杰作，但这些杰作看上去完全严格遵循功能性原则，而非出
自美学意图。
但是，人类似乎倾向于从功能和美学双重特征出发来构造自己的生存空间。
美带给人的感受似乎并不仅仅是性刺激，美与人类的天性有基本关联。
　　美学与艺术的另一个本质特征为象征性和精神性。
尽管我们尚不能断定动物是否具有相似的生活态度，但是象征性和精神性两者似乎都超越了单纯的生
物学功能的范畴。
人类的大脑装满了象征性的表达和阐释性的理解，挥手示意“再见”、给别人送花以示“我爱你”或
“请原谅”、爱国歌曲、纹章图案、纪念品——这些姿态和实物都超出了它们本身的自然含义，这不
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而且是象征性的符号！
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历史都已表明，音乐绝对是象征意义强有力的载体，爱情歌曲、政治颂歌和宗教赞
美歌等都已超越了纯音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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