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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围绕培养新世纪人才的课

题，高校各级领导和"学科"都开始意识到音乐艺术的教育无论是在文科院校或是在理工科院

校的学生中都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起着调剂学生生活，丰富其想象力、启迪智慧

和激发创造力的作用，而且也是向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陶冶高尚道德情操、培养崇高

理想，树立爱国主义品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手段。

现代教育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技能的传授，而应是培养一种全面

和谐的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人的全面发展应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获

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以及人的道德精神与美的情趣的高度发展①。但是人的素质如何达

到理想的目标?以及人怎样才能和谐而全面的得到发展?可以说，这些问题一直是理论界至今

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目前，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显然是比较全面的，过去长时期忽视美

育的作用得到了更正。笔者以为，美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能以感情

为中介而寓教于乐，并通过鲜明具体的美的形式来调动人们的心理功能，从而使人在欢快愉悦

中受到熏陶和教育。它不带有任何强制性，因此更适合青年学生的特点而被接受。众所周知，

"移风易俗真善于乐"，可见音乐在美育中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以下本文拟就音乐艺术教育

的特性在排除当代大学生的内扰心理作用方面作一些探讨，不妥之处望同行专家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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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玉锐生，景天魁. 1983. 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 沈阳z辽宁人民出版社.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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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心理状况一般特性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的心理平衡是人们从事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基本需要。在人们的心理

状态由平衡向不平衡的运动中常常是由于情绪的变换所致。一些由于某种特定的情况而自觉

不自觉突然出现的情绪非常容易在人的心灵中掀起轩然大波，使原有的结构状态出现极大的

裂变。而在那些正处在要用脑力从事各种专业学习并且生理发育超前于心理发育的青年大学

生中，自我意识强烈而理智感比较稚弱的情况就很容易在心理上造成许多自身的内扰现象。通

过观察和研究，我们发现如今大学生中出现的主要内扰心理中第一个现象即是情绪剧变型。这

种心理特征是由主、客观运动所导致，它驱动着青年大学生内心产生既多样又速变的情绪与感

情，并构成他们情感极为丰富的特点。一般说，这种丰富的情感与情绪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它

可以作为创造性的启动与推动力，然而过于丰富而又复杂的情感与情绪又可以促使他们在思

想上和行动上出现一些缺乏理智的行为(本文不予赘述)，这种状态显然直接影响他们身心的

健康和成长。对此，倘若我们以音乐艺术这种对人的心理能产生特殊作用的功能去有目的、有

方法地对此种心态加以引导，并以此来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以建立起足以正视、泄导、转移、升

华并排除内扰的强大内在根基，想必会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

科学研究和实践早已证明无论什么人用音乐技能的控制，首先是在主管感情的右脑中发

展起来的，而具有音乐思考力的人，都会逐渐将控制力转移到脑的左半球。正在欣赏音乐的人，

脑和心的生物电流、肌肉弹力、脉搏血压、呼吸次数及体温等都会因音乐起伏张弛而产生或紧

或松，或急或缓，或高或低，或快或慢的变化。音乐对人的神经系统中的大脑边缘系统和脑干网

状结构，对人体内脏及躯体功能具有极强的调节作用。所以欣赏音乐和音乐的实践活动完全可

以促使大学生心理的平衡以及平缓他们一些过激的情绪和情感。青年大学生正处在心理和生

理的发育亢奋阶段，此阶段人的生命力高度旺盛，生物体内发生精力供过于求的客观因素以及

他们精神生活的无限性、剧烈性和作为其物质载体的大脑发育的健在性相对的优化性的主观

因素，此阶段，用音乐去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出现的内扰心理予以有益的引导，其效果是非常理

想的。原因当然是由于音乐的属性最易影响人的感情并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中某些部分变化

性活动的结果(这里指声音的律动对人的感官生理上的影响)。这种音乐的属性实际上早在我

国古代《史记》一书中就曾记载飞宫(do)动脾、商(re)动肺、角(me)动肝、微(so1)动心、羽Oa)

动胃(中国五声音阶)。由此看来，音乐确实不必勉强哪一个人自己设身处地去亲身体验某种环

境或是冲突中的人物感受，它只是在其感官上心理律动的平衡上起调节和潜移默化的积极作

用。人是社会和现实中的人，任何艺术形式和内容也都是社会生活和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以用

音乐的认识作用和它所特有的功能从人的情绪上丰富和调整人的精神世界，从情感的深化和

积累上提高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和自我的感情态度及心

理上的转化。欣赏音乐的方法乃是排除大学生情绪剧变型心理的最佳途径。

2 音乐实践解脱排他型和自我矛盾型心理

学生非正常的排他型心理常常表现为将所恨的人和事竭力推向极端，主观情态上也表现

②蔡仲德注译. 1995. 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 北京g人民音乐出版社.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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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概排斥行为。当然，此现象也是属于人类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但它发生在青年大学生中

则往往表现得更多更突出。原因当然是他们经历较浅，所见所闻也多源于间接，同学们只是有

着同样差不多的学习经历和体验。针对此种心境，我们完全可以发掘他们在音乐方面的兴趣爱

好或是特长，从而组成多种形式的合唱队、乐队，让他们通过亲身的演唱演奏，在组合的艺术实

践活动中缓解这种不正常的排他心理。音乐中的重奏齐唱或是合唱齐奏都需相互间协调一致，

直接参与感受音乐的人，经常有接受音乐原始动力的一面，置身其影响之中让人感到一种模糊

的，为音乐乐曲所决定的超感官而同时又是一种感官的剌激。在这种状态中，人可以感到音乐

原始力量所给予的愉快和满足。获得这种满足感自然无需在任何精神压力下而被接受。可想而

知，学生们通过多种艺术实践的有益活动，在娱乐中无形或有形的相互协助和配合，并在感情

纽带上不知不觉地进行掏通，而此时此刻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从形式和内容两个范畴上所处

于的那种非常不一般的地位在心理上发挥了作用。

青年大学生当中普遍存在着自我矛盾的心理现象(各种专业的学生当中都有)。它往往表

现出一种(手与脚、脑与体)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状态。究其因，可能与一种内倾型性格和自卑

感有关。这种心理状态很痛苦有时难以自我解脱，如果不从积极方面来加以对待则往往导致羞

耻感和自我矛盾的重度形态-一自我分裂。当然，解脱此心理状况的方法很多，但是如果让学

生们学习一些诸如钢琴、手风琴和架子鼓等乐器的技能，去训练他们手与脚、脑与体的配合能

力(并注意内倾型性格的负面效应)，为他们创造多上台演奏表演这一独特的表现形式去获得

自身的愉悦并能展示自己的技能才华，这种积极的引导对克服并解脱自我矛盾一定是很有帮

助的。为什么?因为在音乐中演奏各类乐器的人，必须是触觉、听觉和视觉的同时结合。在表现

乐曲内容时，实质上又是自我文化修养、理解艺术的能力和掌握演奏技巧的检验(练习过程当

中同样是一种检验〉。这样，演奏乐器的人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自身所发掘的才能及生理功能

器官及大脑去对自身心理产生一种积极的调谐作用。我们知道，音乐作品必须要有二度创作过

程(这不同于其它艺术)，当我们把这些饱含着丰富有趣且又娱乐向上的内容的创作任务交给

大学生的时候，必然会对他们内心世界产生冲动和影响，使他们在接受任务进行二度艺术创作

实践的过程中唤起坚定的信心和创造的勇气。

3 音乐艺术的特殊规律及其功用

调整情感平衡心理是音乐的特异功能，它之所以能在人的心灵深处起作用是因为它本身

即是一种心灵的情感艺术。皮瑞尔《百科全书沪z音乐是通过优美的乐音感觉和心灵状态的艺

术。它在整体、变化、结合、平衡、创造着各种关联，它制约、形成、提练、组合且浓缩着各种强烈

而复杂的情感，它培养、转移、综合、加深且淡化着一切情绪。在音乐中，甚至有时一个单独的延

长音或是一个瞬间即逝的活动形象，也可能使人产生反应和波动，这种反应和被动可能导致普

通性的"超越"的往往是很强烈的情感和心境。在某些条件下所达到的强烈程度甚至可以突变

为"纯粹的生理作用"或"非常行动"。很显然，音乐的特性决定了它在平衡心理、排除不健康心

理状态方面有其特殊的功用。另外，音乐的社会功能和其特殊的教化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

期都能被充分认识并得到重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曾把"礼"列第一位，"乐"排在第二的

⑤揭业治译. 1982. 论音乐的美. 北京z人民音乐出版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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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孔子在《乐记》中阐述④ "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孔子主张建立心灵秩序的乐与建立社会秩序的礼应贯

通而配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任何音乐作品均具有一定的社会道德内容，因为音乐作品是

作曲者对客观事物，现实生活认识和体验的音响反应。在影响青年人的心灵手段中，我们知道

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给青年大学生选择作品时理所当然的必须奉献最优秀的健康

的音乐作品，因为人只有接受优秀健康的作品的熏陶，心灵才能积累和产生美好的情感并产生

高尚的情操和品性，否则则反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艺术化的德

育。

另外，音乐素养的高低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整体文明程度的标志。这里的音乐素养

的含义并不是指会唱几首歌而己，而是指具有音乐那样纯洁美好的感情和一定的审美能力。美

好的感情和审美能力不可能是生而有之，它必须要通过后天的模仿、思考、体验和教育。因此，

对学生音乐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必须要从模仿体验的初级阶段上升到理性思考的高级阶段。综

上所述，音乐艺术的教育对于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确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④蔡仲德注译. 1995. 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 北京g人民音乐出版社. 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