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暨南大学教育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    业：   音乐学         专业英文名：   Musicology   

培养层次：专科起点本科     学制：  3 年 （弹性学习年限 3~6年）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全方位掌握主修

乐器表演技能，具备较高的艺术修养及多元知识结构，具有较高音乐创作、制作

及演奏能力，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的具有良好人文素质、较强创新能力

和业务竞争实力，并在创作、教学、科研和表演领域具备健康艺术人格的专业人

才。 

二、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80学分才能毕业。其中：公共必修课占 19 学分；专业

必修课占 46学分；选修课占 15学分。 

三、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室内乐与伴奏   

教材：《室内乐排练教程》，作者：姚正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通过与不同器乐或声乐的合作演奏的形式（各专业学生自由组合或根据学生

演奏水平由导师分配），提高学生的基本演奏素质，训练学生的节奏感、视谱能

力、听力和提高审美认识，培养学生在演奏中协调配合和对音乐风格理解的能力。 

 

课程名称：钢琴主科课    

教材：《钢琴基础教程》，作者：韩林申等，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课程名称：毕业作品与音乐会   



采用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的

综合运用能力，并以毕业音乐会和毕业论文（毕业音乐会设计说明）检验其学习

成果。 

课程名称：乐理   

教材：《音乐理论基础》，作者：李重光，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系统讲授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包括音乐的各个要素，例如音高，节奏、调式、

旋律、和声等相关知识。对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提高音乐素养的必修课程，

是一切与音乐相关的课程基础。 

 

课程名称：中西方音乐史 

教材：《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作者：孙继南 周柱铨，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

社 

阐述西方音乐文化从起源至今各个时期的音乐风格演变及其深层的文化、历

史根源，让学生了解各个时期音乐家的生平与成就和重要音乐事件和音乐体裁形

式，开拓学生的音乐视野和提高音乐素质。 

掌握中国音乐史发展概况，分析介绍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中国音乐家、

作品和成就、音乐风格，增长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知识，推动和促进我国音乐文

化的发展。 

 

课程名称：舞台表演实践 

本课程结合课堂教学和舞台艺术实践，通过音乐表演技巧的基础训练，建立

正确的表演观念和多元素组织表演新动能力。重点培养学生理解、体验和表现音

乐的能力，发展学生的音乐演奏技能、专业创新能力和提高舞台表现力。学生以

采取小班和“一对一”教学，通过学习各种触键方法和练习方法，有效提高

钢琴演奏水平，增强音乐表现力。学生每学期根据自己空余时间和指导老师联系

具体上课时间。课余每生安排琴房练琴。 

 

毕业音乐会曲目自选，毕业论文的内容包括毕业音乐会作品分析、主题创意

阐述、目的意义、节目单、流程、灯光音响、舞美设计、音乐会名称等。 



小组的形式完成创编节目和表演实践，既能丰富舞台表演经验，又能全面训练舞

台表演的组织、设计、编排等综合素质能力，提高团队意识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 

 

课程名称：视唱与练耳   

教材：《视唱练耳教程》，作者：熊克炎，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课程名称： 音乐表演文献 

主要向学生讲授器乐与声乐的发展、各时期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风格和演奏/

演唱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演奏/演唱水平、音乐赏析和论文写作等综合素质能

力，陶冶美的情操，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本课程结合小组讨论、演讲和

主题辩论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沟通和音乐表达能力。通过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深入研

究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派时期、20 世纪以及中国作品，积极弘扬中华

美育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音乐欣赏能力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和提升专业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用音乐向身边的人传递正

能量。 

 

课程名称：音乐创作制作 

教材：《艺术学概论》，作者：《艺术学概论》编写组，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 

课程将从运用音序器软件制作、编辑简单的音乐片段入手,逐步加深了解,

掌握 MDI 原理和编曲、音响学基础、音乐设计等方面知识,发掘音乐制作中更多

的实战手段,最终达到能较熟练运用、操作专业宿主程序,并协同其它多种软硬件

来创作、制作音乐作品的目标。同时对小型乐队配器、录(扩)音工程、多轨音频

的后期合成、多媒体制作等方面做一定程度的探讨。 

 

视唱练耳：由视唱和听觉分析两部分组成的音乐基础课，通过视唱和听觉训

练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记忆、听辨、识谱和视唱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

素质，培养和发展音乐审美能力。 



课程名称：曲式与作品分析 

教材：《音乐作品分析教程》，作者：钱仁康 钱亦平，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

社 

通过分析不同体裁、不同规模、不同时代的音乐作品来规范各种曲式的结构

概况。使学生认识和了解到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较

为规范的曲式结构模式和曲式结构的共同原则,从而从宏观上更好的理解音乐作

品的整体框架以及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的整体构思。明白作曲家早塑造音乐作品

时,音乐作品的内容、音乐作品的形式和音乐作品的曲式的不同涵义，了解音乐

的内容、曲式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对音乐的基本表现手段能够准确的把握。 

 

课程名称：西方流行音乐 

教材：《流行音乐与爵士乐和声学》，作者：任达敏，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

社 

通过讲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及爵士乐、摇滚乐、民谣音乐等流派的音乐特

征，剖析流行音乐的存在价值、魅力，使学生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流行音乐自

身所具有的优点,呈现出的时代性、大众性以及流行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流行

音乐具有独特的音乐魅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将全方位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音乐鉴

赏能力和音乐实践能力。使学生逐步了解流行音乐的艺术特征、存在价值、音乐

魅力。同时流行音乐也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鼓励学生对流行音乐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树立正确的音乐审美观、价值观。开阔音乐视野、陶冶高尚情操。 

 

课程名称：和声 

教材：《和声学教程》，作者：斯波索宾，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掌握和声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对多声部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和理解，能在学习中

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键盘和声的练习，培养学生为歌曲编配伴奏的能力。 

 

课程名称：影视音乐 

教材：《影视音乐艺术》，作者：李静，出版社：海洋出版社 

介绍影视音乐的发展历史，音乐在电影电视节目中的表现形式、功能、作用、



意义以及风格特征，音乐在影视作品中的具体运用和配置等。并选择一些优秀的

影视作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感性与理性之分析，探讨电影电视音乐的功能、作

用、美学等关键问题。该课程较为系统的介绍影视音乐的相关知识，一是从知识

体系角度探讨影视音乐的本体构成和美学特征，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影视

音乐的风格演变。 

 

课程名称：复调 

教材：《复调音乐基础教程》，作者：赵德义、刘永平，出版社：人民音乐出

版社 

本课程是融合复调音乐的写作理论与创作实践为一体的课程。主要内容有二

声部对比复调、二声部模仿复调、复对位、复调写作手法的应用以及对复调作品

的理论分析，旨在培养学生对于复调音乐作品的理论分析能力以及复调写作能力,

使学生具有较全面的音乐素质,以便将来能够较好的分析中学课本上音乐作品的

复调现象,同时也能胜任中小型歌曲、器乐曲的多声部编配。 

 

课程名称：配器 

教材：《管弦乐队配器法》，作者：牟洪，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通过本课程的培养学生具备较全地掌握常规乐器(如中国传统乐器和西洋管

弦乐器)的性能、指法、记谱法、演奏特性及其表现力,进而对单一音合音色及大

型管弦乐队的统一、协调、平衡驾驭能力;使学生对各种乐器的音色及其融合具

备敏锐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和独到的创新能力,以及对本土民族民间乐器的发

掘、提炼、运用与创新能力。



四、课程设置及教学进度表 

音乐学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表 

专业: 音乐学 层次: 专升本 

学制: 3 年 学习形式: 业余/函授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

时数 

面

授

学

时 

考核形式 每学期时数 

闭

卷 

开

卷 

考

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 ● 

公

共

必

修

课 

1 大学英语（5） 4 80 28 ▲     28           

2 大学英语（6） 4 80 28 ▲       28         

3 大学英语（7） 4 80 28 ▲         28       

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60 21   △   21           

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60 21   △         21     

6 毕业论文写作 1 20 7     ●         7   

小计 19 380 133                   

专
业
必
修
课 

7 音乐史 3 60 21 ▲     21           

8 音乐表演文献 3 60 21 ▲     21           

9 钢琴主科课 3 60 21 ▲       21         

10 音乐创作制作 6 120 42   △     42         

11 视唱与练 6 120 42   △       42       

12 乐理 6 120 42   △       42       

13 室内乐与伴奏 6 120 42   △         42     

14 舞台表演实践 6 120 42   △         42     

15 毕业作品与音乐会 7 140       ●           140 

小计 46 920 273                   

选
修
课 

16 西方流行音乐 3 60 21   △           21   

17 影视音乐 3 60 21   △           21   

18 和声  3 60 21   △           21   

19 复调  3 60 21   △           21   

20 配器   3 60 21   △           21   

21 曲式与作品分析  3 60 21   △           21   

小计 18 360 126                   

合计 83 1660 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