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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音乐变被动为主动
“以前上课时，我总试图用

生动的语言、优美的示范演唱去

吸引孩子，孩子们的学习状态是

被动的，似乎没有特别的感受，

直到我接触、学习、运用达尔克

罗兹体态律动教学法，它将听觉

与动觉完美地整合在一起，学生

通过自身的运动将内心的情绪

转化为音乐，从被动学习体验转

变成发自内心的主动学习，教师

和学生空间不再是割裂的，而是

共同在一个空间中感受彼此能

量的传递。这是一种教学方式

的革命，促进孩子们人格的健全

发展。”闵行区申莘小学教师葛

文君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已10年，

在体态律动的实践过程中她看

到了学生明显的变化——上课

的投入度和积极性更高了，孩子

们不再紧张地绕着圈或跟着别

人走，而是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线，勇敢地用肢体表达自己在音

乐中的感受。

“体态律动教学法更能让小

孩们体验音乐的快乐，引导他们

慢慢学会思考音乐。它唤醒了

人体最深处对于节奏、乐感的感

知，让大家找到内心对于各个节

奏型的感觉。通过肢体动作的带

动，使音乐真正流动在心里，唱出

来的乐曲会流动性更强，我自己

的演奏有时就缺乏歌唱性，体态

律动能带动我们对音乐进行更多

思考。”小提琴专业大三学生林辛

夷表示，通过观摩大师课体会到，

作为音乐教师在运用体态律动法

过程中要具备即兴的能力——弹

奏的音乐都是根据孩子们的现

场反应做出随机应变的判断；要

有很好的控场能力；密切观察每

一个参与者的表现，针对不同的

表现提出下一步教学的方案，真

正做到因材施教。

让两千名音乐教师
舞动起来

保罗·希勒教授任教于奥地

利维也纳音乐与艺术大学，他介

绍，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教学

法在欧洲的许多高校中都有

专门的课程，广泛地运用在从

幼儿园到大学的音乐教育中，

它还原了音乐学习“由体验到

认知、由感性到理性”的原有

方式，培养学生积极的聆听习

惯，丰富情感世界、开拓想象力

与创造性空间；通过身体的律

动，让学生自由、主动、个性化

地感受和表现音乐，学生的反

应力、专注力、敏感度、灵活度、

合作意识、即兴能力、音乐素养

均有明显提升。

活动组织者、华东师大音乐

学系青年教师李茉在美国纽约

系统学习了达尔克罗兹体态律

动教学法之后，强烈地感受到，

它可以为中国音乐教育带来巨

大变革，改善我国音乐教学死板

僵化、低效无趣的问题。在留学

归国的两年里，她以多种方式积

极推广、创新、探索如何将其恰

当地“本土化”。她惊喜地发

现，越来越多的职业音乐家、大

学音乐教授、中小学一线音乐

教师以及大、中小学在校生，逐

渐成为体态律动的热爱者、实

践者。

李茉在华东师大建设了面

向音乐专业本科、硕士学生的

“体态律动音乐教学法”课程，面

向非音乐专业研究生开设了“律

动音乐课”，邀请国际知名体态

律动专家举行公开面向全国音

乐教育同行的体态律动系列工

作坊，受邀参加全国各地教育主

管部门举办的体态律动音乐教

学法培训，培训音乐教师2000余

人。2017年开始，李茉建立了研

究团队，在上海市静安区实验中

学、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闵

行区申莘小学、四川省达州通川

区实验小学开展运用体态律动

教学法的音乐教学实验研究。

当年8月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

划，研究项目”体态律动音乐教

学体系研究”获得资助。

徐丽梅

2017 年 12 月 29 日 ，浙 江

文艺创研中心成立大会在浙

江音乐学院举行。新成立的

浙江文艺创研中心是在省委

宣传部、省文化厅指导下，依

托浙江音乐学院组建的内设

科研机构，由浙江音乐学院负

责运行管理，与“中国——中

东欧国家艺术创作与研究中

心”合署，实行两块牌子一套

班子的运作模式。

浙江文艺创研中心将依托

浙江音乐学院品牌优势、平台

优势、资源优势，引聚国内国外

高层次艺术人才，整合全省舞

台艺术精品生产题材资源、创

作资源、经费资源，构建全省

性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创意中

心、孵化中心和研究中心，推

动和提升浙江舞台艺术精品创

作。中心将围绕重大历史节

点，组织重大题材创作，着力

扶持现实题材作品，努力推出

讲 述 浙 江 故 事 、体 现 浙 江 特

色、弘扬浙江精神、代表浙江

水平的精品佳作。同时，结合

重点项目开展“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创作采风活动，帮扶地方

文艺精品创作，培育孵化省内

中青年创作团队，带动浙江音

乐学院学科建设及科研创作。

浙 江 文 艺 创 研 中 心 将 采

取直接引进、柔性合作、签约

特聘、委约创作等方式，逐年

分批引聚国内外高层次艺术

人才，参与浙江省舞台艺术精

品策划、创作、评论及相关采

风、讲学、研讨活动。此次浙

江文艺创研中心特邀华裔旅美

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特聘教

授 于 阳 ，中 国 国 家 话 剧 院 导

演 田 沁 鑫 ，浙 江 艺 术 职 业 学

院 导 演 杨 小 青 ，天 津 歌 舞 剧

院 导 演 张 曼 君 ，中 国 戏 剧 家

协会副主席、编剧孟冰等 6 名

艺 术 家 作 为 首 批 特 聘 专 家 ，

参与和指导浙江省舞台艺术

精 品 创 作 。 同 时 ，推 出 大 型

民 族 歌 剧《红 船》《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民 族 管 弦 乐 组 曲

《钱 塘 江 音 画》首 批 3 个 孵 化

项目。

哈尔滨
音乐比赛举行

1 月 13 日，首届哈尔滨音乐

比赛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开赛。据

介绍，哈尔滨音乐比赛共分为钢

琴组、小提琴组和声乐组三个组

别，设置组委会、艺委会、执委会，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纲担

任艺委会主任，指挥家胡咏言担

任艺委会副主任，由担任多项国

际 音 乐 比 赛 艺 术 顾 问 的 Peter

Grote 担任赛事秘书长，29 位在国

际上享有盛誉的业界知名音乐家

担任评委，邀请深圳交响乐团和

哈尔滨交响乐团担任协奏伴奏乐

团，邀请指挥家汤沐海和胡咏言

担任乐团指挥。

比赛报名截止于 2017 年 8月

12 日，共收到来自 31 个国家和地

区的350位报名选手的报名信息及

视频，其中，国外选手157人，国内

选手193人，来自茱莉亚音乐学院、

柯蒂斯音乐学院、英国皇家音乐学

院、柴科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中

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国内

外一流音乐院校的选手占65%；曾

在范·克莱本国际比赛、伊丽莎白

女皇国际比赛、卡迪夫世界歌手大

赛等国际高端音乐比赛中获奖的

参赛选手达63%。

预选赛工作已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完成，共选拔出 32 名钢琴选

手、30 名小提琴选手与 41 名声乐

选手，并已于2017年9月1日在官

网公布入围选手名单。钢琴组和

小提琴组于今年1月13日初赛，经

过复、半决赛之后，1 月 23 日举行

决赛，其中半决赛由室内乐团协奏

伴奏，决赛由交响乐团协奏伴奏；

声乐组1月16日初赛，1月20日复

赛，1 月 23 日决赛，决赛由交响乐

团伴奏。各组分别设一、二、三、四

等奖各 1 名，一等奖奖金为 5 万美

金，二等奖奖金为3万美金，三等奖

奖金为 2 万美金，四等奖奖金为 1

万美金。此外，还将评出最佳中国

作品、最佳委约作品等奖项。

弹讲大赛
让师范生找不足

1月5日，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首届“园音杯”钢琴演奏及讲解

比赛颁奖典礼暨获奖选手音乐会

举行。

上海师大音乐学院执行院长

施忠表示：本届比赛形式与传统钢

琴演奏赛有所不同，由讲解与演奏

两个环节组成。作为一所以师范

类见长的学院，这样弹讲相结合的

比赛形式，既能锻炼学生的现场演

讲能力，又符合师范专业的发展特

性。此次比赛分为本科组与研究

生组，报名人数达46名。经过一天

激烈角逐，共计产生 16 位获奖选

手，分别为研究生组前三名、演奏

单项一名、讲解单项一名、优秀奖

三名；本科生组前三名、演奏单项

一名、讲解单项一名、优秀奖六

名。比赛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发现

更好自我、展示自我的舞台，通过

比赛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与不足。

颁奖典礼过后，获奖选手依次登台

献演及讲解作品。

体态律动：
让音乐从内心流淌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31日，华东师范大学特邀

世界体态律动教师联盟主

席保罗·希勒教授举办了

系列体态律动教学工作

坊，他指导数十名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跟随不同的音

乐节奏型进行训练，观摩

了上海闵行区申莘小学的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动下自

由舞动的现场课，学生们

从刚开始略带羞涩到自由

奔放、跟着音乐的节奏快

乐地起舞。

浙江省级文艺创研中心落户浙音

保罗·希勒教授在体态律动工作坊现场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