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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欣赏者要求较高。而我们的课程面向的是医学专

业的普通大学生，音乐素养不足、欣赏能力有限，且受

大众流行快餐文化和消费文化影响，大都浸淫于浅陋

直白的流行歌曲中，对纯音乐尤其是交响音乐接触较

少，有些学生甚至认为音乐就是“唱歌和听歌”，等同

于娱乐。据多学期教学经验和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在

每学期选修的60~90名学生中只有8%~12%的学生懂

得基本乐理知识，对交响音乐有初步了解，有一些欣

赏经历，并想深入了解交响音乐；这些学生中还有个

别弹奏过某一种乐器，或参加过音乐类的比赛和表

演，他们有提升音乐素养的意识和需求，但苦于高雅

音乐门槛之高，望而生畏。而大多数学生仅抱着轻松

好拿学分、或好奇、或男女朋友相约来听音乐提高恋

爱指数、或认为学习交响音乐显得有格调而选择了该

课程。甚至还有些人将交响音乐误认为就是流行音

乐，结果发现听不懂而大失所望。

近些年来，随着全民文化水准的提高，自小系统

学过某种乐器，有较专业的音乐基础知识和较高鉴赏

能力者在增加这一点令人欣慰；但同时也应清醒意识

到，由于不少家长急功近利和教师过分关注技术而忽

视人文底蕴培养，这类稍有基础的学生也未必都能真

切而深入地领略音乐的美感和意蕴。

针对以上现状和医学院校的专业特点，本课程总

的教学宗旨是通过音乐进行人文教育和生命教育；具

体目标包括以下几条：第一，掌握交响音乐的基本理

论、乐理知识、代表人物以及作品内涵；第二，理解古

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区别和联系，并从中领悟交响音

乐的卓越之处；第三，能对一篇乐章的结构进行简单

分析，学会正确聆听音乐，能受到精神的激励和鼓舞；

第四，学会享受音乐，利用音乐达到身心放松、减轻压

力的目的，同时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3.2 教学内容 根据以上的教学目标，将教学过

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讲解交响音乐基本理论。

包括概念、乐队编制、各种乐器的名称、用途与它们在

乐队中的位置和意义；交响音乐的流派、著名的交响

音乐大师及其代表作等，并在每一次讲解基本知识点

之后，播放一段有代表性的音乐辅助说明。讲述包括

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威柏、舒伯特、门德尔松、

舒曼、瓦格纳、约翰·施特劳斯、勃拉姆斯、马勒等音乐

家和作品，其中重点详述“三B”—— 德国音乐三个不

同时期的杰出代表，巴赫(Bach)、贝多芬(Beethoven)和

勃拉姆斯(Brahms)。第二步，将教学内容分为三大专

题：第一是古典音乐专题，侧重于向学生传达崇高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第二是浪漫主义专题，着重

培养学生对爱情、亲情、友情的体验和理解，培养其美

感和审美能力；第三是民族音乐专题，结合曲目讲解

乐曲的民族特征以及古典音乐与现代各类流行音乐

的结合与创新，侧重让学生体悟爱国主义精神。每个

专题的教学过程又包含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讲授

音乐史和代表人物，第二个环节讲解和播放音乐交叉

进行，第三个环节进行师生互动和讨论，课后布置作

业让学生聆听指定曲目，课上分组介绍自己爱听的乐

章并讲述欣赏感受和心得。

3.3 教学效果 经过几轮教学，学生的互动参与

度较高，听课和讨论注意力集中，积极主动。通过访

谈、讨论和课后作业发现，很多学生最初的期望是学

会聆听音乐，并了解基本乐理知识。一轮听课结束

后，发现自己被某被一首乐曲打动，进而对人生有了诸

多感悟，比如从莫扎特《G大调弦乐小夜曲》中找到了

进入交响音乐世界的钥匙，也有同学被贝多芬充满激

情而又理性的音乐所震慑折服，不禁感叹人类创造力

之伟大，还有人喜欢门德尔松的优雅温婉或柴科夫斯

基的沉稳忧郁，进而对人类复杂繁多的情绪有了更多

的理解；此外，学生也积极提出了很多教学改良建议：

①对于上课的场所、形式和方法提出要求，授课教室应

当有配备钢琴和其他乐器，教师可以现场弹奏，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进行讲授；②建议老师下课前预讲下一

节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己查资料学习预听，并要求

多播放讲解中国交响乐乐曲；③在教学内容方面，学

生要求多讲解音乐理论知识，例如识谱、节拍、旋律、

乐器的介绍和基本练习，并希望能讲解指挥家的作

用，学会基本的指挥技能；④建议增加实践课环节和

灵活多样的评价方式，如组织大合唱、才艺表演等。

克雷格·莱特（Craig Wright）教授在《聆听音乐》的

课程中讲到，古典音乐提供了一个美好世界的意象，

绚丽而庄严的庇护所，或许甚至还有爱的慰藉。它展

示了人类精神所能承载的巨大力量，以及不断超越自

身的创造能力[8]。指引我们去思考人本身以及自己在

这世上存在的意义，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实质。对于将

人作为研究对象和实践对象的医学而言，它更是医学

生应当关注的主题，而通过交响音乐这一艺术形式进

入，显然是最适合、最易产生共鸣的教学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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