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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67 年,由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

主办的唐哥伍德研讨会上通过的《唐哥伍德

宣言》为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统

一的指导思想,它最重要的贡献是初步确立了

美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哲学基础,为20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美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呼吁把音乐列入国家核心学科。唐哥

伍德研讨会和《唐哥伍德宣言》成为其后30

多年美国音乐教育的思想和行动纲领。

1994 年,美国政府颁发的《2000年目标:

美国教育法》将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课程列

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学科,这是美国学校艺术教

育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教育改革,其宗旨是改

进和提高美国的教育质量。

《豪斯赖特宣言》是美国音乐教育针对

世纪之交国际教育的激烈竞争,在20世纪末完

成的最后一项战略举措。在《宣言》中,提到:

“所有的音乐在课程中均具备一定的地

位。不仅西方艺术传统需要得到保留和传播,

音乐教育者还要意识到人类经验中其他民族

的音乐,并能把它们融入课堂和教学。

音乐教育者需要具备与科技更新和进步

相适应的能力和知识,为运用所有恰当的工具

来促进音乐学习做好准备,此外,还要认识到

人的力量在音乐的创造和共享中的重要性。

音乐教育者在改进音乐教学质量的过程中,应

当参与音乐实业、其他各种音乐中介机构和

人士的活动。这项工作,应当通过对这些教学

资源恰当角色的界定,在每个地方社区得以启

动 。

音乐践行活动是音乐学习的本质途径和

形态。学习者通过这类活动,认识和理解音乐

和音乐的传统。音乐践行活动应被广义地阐

释为表演、作曲、即兴、听赏和运用音乐记谱

法。

音乐教育者必须和其他各界人士携起手

来,在始于尽早年龄并持续终身的教育过程中,

为所有人提供有意义的音乐教学的多种机会。”

在我国发布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

规划(2001至2010年)》文件中,针对普通高等

学校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中提到:“至2010年,

基本实现基础教育阶段艺术课教材的现代化、

多样化。艺术教师应充分利用和开发本地区、

本民族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重视现代教育技

术和手段的学习和应用,逐步实现教学形式的

现代化、多样化,拓展艺术教育的空间,提高

艺术教学的质量。加强艺术课程教学评价的

改革。不仅要评价学生,也要对教师的教学行

为和学校的教学决策进行评价。”

在两份文件的内容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些异同。同样都提到了要重视现代教育技

术和手段的学习和运用,1997 年开始,美国教

育部和总统国情咨文推出在所有的教室和图

书馆配置互联网,使所有学生能够共享全美教

育资源,缩小班级规模,推行终身教育等措施。

由于国情的不同,我国虽暂时没有办法做到互

联网如此大范围普及,但同样都意识到了科学

技术的变化对未来音乐教育会产生巨大的影

响。

《豪斯赖特宣言》在综合性大学的专业

音乐教育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启示。

所有的音乐课程在专业音乐教育上均具

备一定的地位。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各学

科间相互渗透,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自由

选修课程,不仅西方艺术传统需要得到保留和

传播,音乐教育者还要意识到人类经验中其他

民族的音乐,并能把它们融入课堂和教学,提

倡音乐多元化视野。在未来频繁的跨文化交

流中,我们首先需要发展一种对“,陌生”音乐

文化宽容的态度和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这样

可以使我们自己具备一种积极的跨文化意识,

这也具备了一种文化理解和与他人相处的前

提。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平等

对话的跨文化交流,才能对人类音乐的文化性

质有更深更广阔的认识与理解,使我们对自我

和世界的认识与理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如

果专业口径过窄、课程分类过细,就难以培养

出适应21 世纪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和符合社

会及市场的实际需求的人才。要想培养出有

突破、有创新,甚至要想培养出有突破、有创

新,甚至在全国和世界上都能冒尖的大师级人

才,我们必须打破学科、专业、课程界限,对课

程结构进行“连横合纵”。

综合性大学的音乐教育者,要转变单纯以

教师为中心、忽视学习主体一一学生的能动

性、积极性的师生观。教师不再是个“教书

匠”,也不是“主导者”,而是一个“辅导者”、“伙

伴”,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备“了解学生,善于

沟通”的能力,建立现代的师生关系,强调教

育的最佳效果产生于老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的

互动中,教育的过程既不是一个老师把知识灌

输给学生的简单过程,也不是一个学生自我潜

能开发的简单过程。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一个

产生创造性“新质”的过程。老师将自己的知

识和体验与学生的知识和体验进行交流,这种

教育的最佳结果,不仅是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

知识,老师也从学生那里学到知识,更重要的

是老师和学生都获得了一些原来在老师和学

生身上都不曾拥有的东西,当老师和学生离开

教室时,他们都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和

收获。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和收获就叫作“新

质”。换句话说,教育过程不再是一个简单传

授知识的过程,而是一个知识再创造的过程。

所以教育方式应从灌输式教育——园丁式教

育——交流式教育的转变,这种观念变化的最

直接体现,就是师生关系的调整。

综合性大学的专业音乐应合理定位,我们

既无艺术院校的教学传统、又无师范院校的

办学经验,所以综合性大学应办出特色,优化

教学质量与学科环境,应加强教育的社会服务

功能,在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上紧密地结合地

方需要,加强与地方联系,适应本地区的发展,

以此来提高院系的地位和教学科研水平。所

以音乐教育者所界定的角色也将随之拓展,职

业的音乐教育者必须承担领导作用,协调正式

课程和非正式课程的有机整合。

社会和科技的变化将对未来音乐教育产

生巨大的影响。人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迅猛

进步是不可抗拒的。它们将对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师生关系以及音乐体验方式产生深远的

影响。综合大学的音乐教育必须发挥优势,承

担起勾画音乐教育未来前景的责任,迅速调整

音乐教育者的在新世纪的角色定位,确保最优

秀的本民族音乐传统和西方艺术传统以及各

民族的音乐传统得以世代传承,培养具有多元

文化视野的音乐人才。《豪斯赖特宣言》是美

国音乐教育重要的举措,我们在对其了解的过

程中,对美国音乐教育在 21 世纪的发展趋势

作出判断,为我国新世纪的音乐教育改革提供

国际比较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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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豪斯赖特宣言》对我国综合性

大学专业音乐教育的启示

李晓宇
(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美国《豪斯赖特宣言》是美国在 20 世纪末,针对未来 20 年美国音乐教育制定的一份前瞻性音乐文件;而我国也在世纪末发布
《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 至 2010 年)》。本文通过对两份文件的对比,在文件产生的音乐历史背景、内容的差异中,阐述《宣言》
对我国综合性大学专业音乐教育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美国《豪斯赖特宣言》  音乐教育  历史背景  启示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3791(2008)04(a)-0112-01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56978?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