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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施素质教育，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r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所说，“
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
”由此可见，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系统性教育工程。
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
应娄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
实施素质教育还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相互渗透，
协调发展，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显然，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则可以说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十分赞成将文化素质作为火学生
素质的基础来抓。
求木之长，固其根本，欲流之远，浚其源泉。
　　大学教育是专门教育，我们必须使素质教育这‘观念深深渗透到专门教育中去，“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大学生正处于求知欲强、思想和知识逐渐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
因此，如何在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还需要积极探索，积累经验，摸索其中的规律。
早在1995年，原国家教委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人学生的整体素质，开始有计划、有组
织地在高等学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
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对人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
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最初在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人学、重庆大学等52所高等学校进行试点。
各试点学校采取确定大学生必读书目、加强课堂教学、开设有关课程、举办文化素质教育讲座，以及
组织学生开展有益于提高文化素质的各种活动等，积极丌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此基础上，教育部1998年经第一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讨论，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
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把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确定
下来，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要求及途径。
经教育部批准，还成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对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进
行研究、咨询和指导。
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一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从而使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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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据调查，普通大学音乐欣赏一般开设一个学期，大约30～40节课，为方便教学，我们把它编成了
十章，平均每章3～4学时。
第八章、第九章涉及到欧洲音乐流派的主要代表作曲家及作品，可以多用些课时来讲授，第二章音乐
的结构——曲式，书中没有谱例，只有理论上的简述，其目的主要是想给教师教学时更多的空间和灵
活性。
社会读者想进一步了解曲式，可购买专门的曲式书籍学习。
　　如果学习了《音乐欣赏》，读者对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音乐语言）、中外乐器、西方主要音乐
流派、重要作曲家、常见音乐体裁和书中所介绍的作品能多——些了解，就达到了我们的初衷。
由于篇幅的限制，还有很多作曲家、著名的乐曲没有机会编进《音乐欣赏》，甚至挂一漏十，这都是
因为我们水平有限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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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音乐的基本知识第一节　旋律第二节　调式与和声第三节　节奏与节拍第四节　织体与
音色第二章　音乐的结构——曲式第一节　音乐的基本结构原则第二节　一、二部曲式及其组成部分
第三节　三部性曲式第三章　中国乐器及器乐第一节　中国乐器第二节　中国民间器乐合奏常见乐种
第三节　中国民族器乐曲欣赏第四章　西洋乐器及乐队第一节　西洋乐器第二节　西洋乐队的常见编
制第三节　几种常见重奏形式的乐曲欣赏第五章　音乐作品的体裁(一)第一节　进行曲　舞曲第二节
　小夜曲　夜曲第三节　船歌　摇篮曲第四节　前奏曲　序曲第五节　随想曲　狂想曲　幻想曲第六
章　音乐作品的体裁(二)第一节　组曲第二节　交响曲第三节　交响诗第四节　协奏曲第七章　音乐
作品的体裁(三)第一节　歌剧第二节　舞剧第八章　西方音乐家及作品(一)第一节　巴洛克时期(1600
—1750)第二节　维也纳古典乐派(1750—1820)第三节　浪漫乐派(1820—1900)第九章　西方音乐家及作
品{二)第一节　俄罗斯民族乐派第二节　捷克民族乐派第三节　北欧民族乐派第四节　东欧民族乐派
第十章　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音乐第一节　印象主义音乐第二节　新古典主义音乐第三节　表现主义
音乐第四节　序列主义音乐第五节　偶然主义音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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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一、二部曲式及其组成部分　　一 乐段　　乐段是完擎的曲式中最小规模的结构，它表
达一个完整或相对完整的乐思，、通常所说的“主题”便常常以乐段的结构来陈述。
　　HI于音乐小身的不同内容、性格和体裁的特点，乐思的陈述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
我们以“乐段”来概括凡是能表达完整或相对完整的乐思的各种基本结构。
说“完整”或“相对完整”是因为以卜原因：当乐段作为一个独立的曲式，作为一首乐曲的伞部结构
的时候，它所表达的乐思便已是完整的了；但当它作为某种曲式的一部分，作为一首乐曲的一部分的
时候，它所起的作用便可能仅仅是乐思的初步陈述而并未结束，冈而所谓完整便只能足相对的了。
乐段既然巳经足一个完整的结构，则必然具有一定的规模，意思是说它本身还有构成它的更小的组成
部分。
乐段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乐句”，乐句中可能划分“乐节”，乐节又可能分丌为若干“动机”，有时
还呵划分出小于动机的“副动机”。
由于乐段是完整曲式范畴中最小规模的结构，只包括一个基本的部分，可以称它为“一部曲式”。
　　二 动机乐节乐句　　动机一般是指环绕一个主要重音（即小节中的镁拍，有时将复扪子小节中的
次强拍也看为重音）所结合成的音组，这音组往往在曲调的音高关系、节奏甚至在和声方而都具有鲜
明的特点，从而使它获得独立的性格，成为整体中表达内容的最小单位。
“乐节”则是乐句内部由于曲调和节奏方而的原冈，在结构上所划分开的大于动机的部分，它在曲调
和节奏组织上形成一个清晰的、较为独立的片段。
与乐句相比较，乐节不仅在规模上小于乐句，而且不一定必须具有像乐句昕要求那样的、体现在曲调
的结束占及和声的终止式上的叫确的终止（乐句中最后的一个乐节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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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编者在编写时，尽量避免把《音乐欣赏》编成一本音乐专业的教科书，我们把音乐史、体裁、人
物介绍、乐曲介绍、音乐常识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可能使读者对传统音乐有较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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