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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作曲学科
上下游发展

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

会秘书长莫蕴慧表示，音乐教育

分会每年在不同学校举办理论

作曲学术研讨会，旨在加强高等

学校理论作曲学科建设，促进

各院校间学术交流，推动高校

理论作曲课程与教学改革。今

年在江西师大举办的此次研讨

会，有两个重要议题：高等学校

理论作曲学科教学与研究、传

统理论作曲学科在新形势下中

小学音乐教师教育中的创新应

用与发展策略。

“作为一所有 80 年深厚人

文历史积淀的高校，江西师大

厚积薄发，近年来在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方面发展迅速。”江西

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周

利生表示，在今年特殊的大环

境下，200位知名专家以及各兄

弟院校专业教师、学生到现场

参会，体现出对音乐教育事业

的火热情怀。他介绍，本次活

动收到了全国高校作曲专业师

生的近百篇论文以及原创室内

乐、艺术歌曲作品，遴选出31篇

在研讨会期间宣讲，从入围的

58 首艺术歌曲、21 首室内乐作

品中遴选出部分作品在专场音

乐会上展演。

“去年，我院音乐学专业入

选全国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以及教育部美育浸润计划，

学科建设呈现良好的上升态

势。”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

长熊小玉介绍，近 5 年，该院获

批部级、国家级项目 8 项，获得

省市教学优秀成果奖 12 项，获

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5项；优

秀在校生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

增加，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与获

奖数量明显增长；专业教师出

版专著、教材近二十部；师生的

原创作品获得多个省部级以上

奖项。音乐学院研究生每年的

就业率在 95%以上，近 20 名毕

业生在国内外知名音乐学院攻

读博士学位。今年新设置《本

土音乐创编》《中国音乐创作专

题研究》等多门与作曲专业相

关的线下新课程。

理论作曲专业
要跨学科融合

上海市作曲理论研究学科

团队首席教授张巍指出，在当

今多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之下，

理论作曲需要知识体系的革

新，专业师生需要拓展知识的

疆界，掌握多门相关学科，例

如，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数学知

识就不懂集合，不懂集合的概

念就不懂其对音乐结构的作

用，那就搞不懂无调性音乐；如

果不懂物理学、音响学，对电子

音乐就无从下手分析；如果不

了解一些几何学知识，就不能

把音乐这种时间的艺术从平面

拓展到立体空间去了解它的建

构规律，而不了解规律就不知

道它未来的发展趋向。

“不同类型的高校要根据

新时代多学科融合的要求来设

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首都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蔡梦把

不同类型高校培养的音乐人才

分为三大类，根据不同的人才

培养目标设置不同的课程群。

例如，独立建制的音乐专业院

校主要培养音乐表演、作曲专

业的“专攻型”人才；高等师范

院校主要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

以及美育教师，需要设置技能

综合结构、教育教学综合能力

的课程群；综合性大学主要培

养“素质型”人才，需要在音乐

专业知识、技能、美育等综合能

力方面有机融合发展，这种兼

具宽厚的文化视野与多种艺术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多半在毕

业后从事文化艺术、编辑出版、

美育工作。

教学内容需与时俱进
“我们中国社会几十年来

变化很大，但是在音乐学院的

课堂上，时光好像停滞了——

不少老师教授的内容和他们的

导师所教的内容完全一样，没

有反映时代变化的新内容。究

其原因，有些老师是不敢突破、

照本宣科，而有些老师根本没

有自己的想法。”中央音乐学

院作曲系曲式与作品分析教

研室主任向民表示，要根据本

科到博士各个阶段不同的学习

目标以及社会的现实需求设置

不同的教学内容，课程内容必

须与时俱进，否则学生就无法

适应当今社会。

张巍总结，专业院校的作

曲系，作曲课程是主科，搭配

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课

程，本科期间如此，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阶段仍然沿用

这 样 的 课 程 设 置 ，显 然 不 合

理 。 他 呼 吁 ，要 积 极 改 变 现

状，发掘新的可替代课程、淘汰

已经过时的课程。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

院长王桂升认为，目前国内高

校使用的和声与作品分析、复

调等相关的教材也存在缺陷及

滞后，例如，常用的复调教材，

其中的对位法都没有明确标示

是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巴洛克时

期，抑或是中国五声调式，甚或

二十世纪对位，教师在讲授过

程中如果不能灵活运用相关知

识做出明确的说明与解释，学

生会感到非常困惑。

帮助学生培养
核心能力

向民多年来担任一些专业

学术期刊的编委，他发现，很多

理论作曲方面的论文存在一些

通病，例如，有些文章开头有一

个高大上的理论的帽子，但是

实际的论述和这个理论并没有

任何关联；有些分析音乐作品

的文章罗列出很多现象，但是

并没有阐明这些现象说明了什

么问题；有些作者把自己的观

念前置，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从作品中随便找出一些零碎的

材料进行断章取义式的分析

……向民从历届的招生考试中

发现，不少理论作曲专业考生

满脑子曲式的名称，但并不懂

这些名词的音乐内涵；学生们

学了很多理论，但是在对作品

进行分析时并不会应用，总是

乱套理论。

他分析，上述这些问题映

射出，目前高校理论作曲教学

方面存在重要缺陷——学生学

的理论很多，却没有培养出最

核心的音乐分析能力。

向民的观点引起了与会

专 家 、教 师 们 的 强 烈 共 鸣 。

不 少 专 家 表 示 ，曲 式 分 析 课

程的目标不在于教会学生多

少 种 理 论 ，而 是 启 发 学 生 如

何 读 懂 乐 谱 、学 会 了 解 一 部

音 乐 作 品 的 构 成 元 素 、看 懂

一部作品的逻辑。教师要帮

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分析方法，

以便其准确描述音乐作品的

运行规律。理论作曲专业人

才培养的目标不仅要让学生

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专

业能力与核心素养。

本报记者 徐丽梅

世界音乐院校
交流展演季举行

11月10日至12月13日，由武汉音乐学

院主办的“长江之韵·2020世界知名音乐院

校交流展演季”在“央视频”平台线上展播。

本次展演季为期两个月，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俄罗斯柴科夫斯基

音乐学院、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等8所世界知

名音乐院校和11所国内专业音乐院校带来

交响合唱、室内乐、歌剧、歌舞剧、戏曲交响音

诗等精彩演出，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向全球观

众呈献18场音乐会。

展演季惟一的线下专场演出是 11 月

11日在琴台音乐厅上演的“我爱你，中国”

武汉音乐学院抗“疫”主题交响合唱音乐

会，由武音校友、作曲家邹野、方石等担纲

主创，东方交响乐团、演艺学院合唱团与指

挥家彭家鹏、歌唱家贺磊明以及青年声乐

教师联袂演出《你们是最可爱的人》等极具

武音元素的抗“疫”作品。

据悉，“长江之韵·世界知名音乐院校

交流展演季”已连续举办三届，共展出155

场高水平音乐会、学术讲座、大师公开课和

工作坊，聘请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

授、艺术家、学者担任武汉音乐学院客座教

授、兼职教授，签订了一批国际音乐院校间

的交流合作协议，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融

艺术表演、创作、研究、传播于一体的艺术

交流展演平台。

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
落幕

10月30日，2020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

节在杭州师范大学叔同剧场落幕。组委会

共收到来自全省88所高校601件作品，入

围现场展演的上千名优秀学子进行了7个

场次的展演，涵盖了声乐、器乐、舞蹈、戏

剧、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

艺术节是全省高校艺术教育成果的集

中展现，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高校美

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届艺术节展

示了多部原创作品，如温州大学合唱《朗姆

诺娜》、杭州师大的《雨涧春行图》等，令人耳

目一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浙江音乐学

院、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分别推出越剧

《珍珠塔-失塔》《玉蜻蜓·认子》《宝玉哭灵》

等曲目。艺术节还设有戏剧项目，11个高

校戏剧作品入围现场展演受到瞩目。董伟

上音举办国际艺术家
咨询会议

近日，第二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艺术

家咨询会议在线上召开，本次视频会议邀

请美国茱莉亚学院、德国卡尔斯鲁厄音乐

大学以及新加坡华乐团等音乐院校、院团

的艺术家与教育家，探讨疫情影响下音乐

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信息技术与音乐教

育如何深度融合。

上音校长廖昌永表示，上音将更为主

动地加强与国际同行们的互鉴、互融、互

通，以“信息化”“国际化”为牵引、服务“师

资队伍建设年”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年”

常态化建设。

德国汉堡音乐与戏剧大学校长艾尔

玛·兰普森教授介绍了该校应用数字科技

的情况，并用具体的案例来探讨数字技术

发展为古典音乐教育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英国皇家伯明翰音乐学院大提琴国际部主

任王健认为，音乐在社会中的传播将越来

越依赖科技，作为培养艺术家的高等音乐

学府应该及时作出调整，开设相应的课程

或辅导，对学生长期的职业规划做积极的

引导。

全国专家共商
理论作曲学科建设大计

11月7日至8日，2020年

高等学校理论作曲学术研讨

会在江西师范大学举行。全国

五十多所高等院校的两百名专

家、学者、专业师生汇聚南昌，

通过高端学术讲座、作曲师生

专业论文宣讲、原创作品展演

专场音乐会等一系列高质量的

学术活动展开了积极的交流

与热烈的讨论，为理论作曲学

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