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音乐的论文(汇总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音乐的论文篇一

泰戈尔说过:“要进行严厉的自我克制，因为这种克制本身就
可以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泰戈尔说的就是自律，只有
对自己严格要求，自爱自律才能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清朝时期的于成龙就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他在生活上极其
简朴，以身作则恪守清廉，更对收受贿赂深恶痛绝，江南百
姓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鱼青菜”。他为官时，下属曾
送他中秋节大礼，被他严厉拒绝，他为了警戒自己，在大堂
上悬联一副。他为官几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时刻保持
自律，勤俭，自持，深受百姓喜爱，也被世人铭记。

不仅是优秀的官员和百姓如此，就连世界级巨星也是这样。

世界足坛的超级巨星c罗，便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有一次c
罗的队友们准备去吃汉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队友们邀请c罗也一起来，c罗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大家还是想
邀请c罗，但他却坚定地说“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怎么可以吃汉
堡呢？那会对我们的职业生涯造成伤害。”35岁的他依然拥
有着绝佳的身体条件，仍在顶级球队踢球，频频进球超越自
我，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傲人的成绩，是与c罗无人能及的自
律离不开的。



音乐的论文篇二

自律融贯这我们的生活，只要你想，自律无所不在，无处不
有，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体现着它。为什么“他”而不是这个
“她”呢？因为自律陪伴着我们和我们一起经历风霜的考验，
最终迎来我们那美好的春天！所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
吗？”

曾经的我，“对于别人对我说的，要自律啊！要控制住自己
啊！”我都不以为意，直到了那次，我在手机上刷到了一个
很正能量得视频，是一个学霸的演讲。他说“时间是我们
的everything，在别人玩手机得时候你学习，在别人睡觉得时
候你学习……不让在你身后的人失望。”从那开始，我便变
得自律了。

我开始早上五点半起床，必要的事情收拾完就早读，变得不
再玩手机，晚上坚持到12点多才睡。就这样，我坚持下去了，
到了那个期末考，我变成了一匹黑马，冲上了我梦寐以求但
放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在那以后，我变得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自律，因为我在那
明白了自律带给我的好处。因为自律，我常在课间时在操场
上奔腾，因此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学习成绩也比以往
的好，人也越来越自信，变得上课敢发表自己的意见，敢去
跟老师问问题，敢于同学们一同交流，不在害羞，不再懦弱。

自律给我带来了太多太多，我的手指已经数不过来了呢！所
以，让我们一起变得自律吧！让自律融贯我们的生活！不负
青春韶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音乐的论文篇三

一、何为自律何为他律



他律论是与自律论相对而言的，二者在音乐本质认识上持截
然相反的观点。他律论看重音乐的内容，强调音乐的内容美，
也就是说他律论者提倡“情感论”，认为只有把这些精神性
的内容注入到音乐中，并使其表达出情感的因素，才是真正
的音乐艺术美。他律论认为音乐的规律和法则并不是靠音乐
自身去维系和制约的，它还要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即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是他律的。他律一词，在康
德哲学中是用来指人的意识是独立存在的，它不是由客观事
物等外在的规律因素所决定的。这主要是因为音乐本身就体
现着某种外在于音乐的客观实在，也就是说，音乐是一种内
在的情感表达，它总是脱离音响结构这些外在形式束缚的某
种东西。这种东西主要就是指人类的情感，即音乐的内容。
正是这个情感、这个内容决定了音乐作品的音响结构、整体
发展，决定了音乐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他律论强调内容，注重精神，它强调音乐是情感的完
美表现。所以音乐的内容就是形象、情感、精神特征，其中
以情感尤其重要。情感论美学作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上由
众多理论体系和审美观念所构成的一支强大美学阵营，其产
生和发展的历史却很短暂，所包含的内容也很单一。意大利
当代著名音乐史学家恩里科・傅比尼在其所著的《音乐美学
史》中，将情感论音乐美学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看待，情感
论音乐美学似乎是出现18世纪的一种美学观念。

二、自律论与他律论的历史渊源

自律音乐美学的出现并非偶然，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
斯学派就以“数”的比例关系来解释音乐美的做法，这就蕴
含着某种偏重于形式的要素，强调音乐自身客观属性的音乐
美学观念。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被
人们誉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人们通常把毕达哥拉
斯和他的门徒们统称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
把“数”当作音乐的本源，认为音乐的基本法则是“数”的
关系，提出音乐的美与和谐只能到“数”的关系中去寻找。
毕达哥拉斯将其绝对化，并将其认为是音乐的本源。该学派



还认为音乐的和谐是一种“普遍和谐”，这种和谐不仅仅是
音乐的本质，而是整个宇宙的法则；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规
律，而且也是人体内部世界（包括生理、心理方面）的秩序。
柏拉图虽然是模仿论的倡导者，但他在论述音乐美时也常常
从纯粹的形式因素着眼，他认为形式美按其本质来说应该是
绝对的。在他看来，音乐的美在于音调在形式上的所谓“单
整性”。从上述的这些现象中我们不难发现，并可以总结出
自律论美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即自律论者是把外在的形式当
作音乐的本质，它否认音乐的内容，否认音乐的情感表现功
能。

古希腊时期的人们把音乐看成是科学、哲学、艺术的统一体，
它既有娱乐的功能，同时它又与宗教、政治联系在一起，因
此又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受其观念的影响，在音乐领域出
现了具有代表性的论说――模仿论，它在音乐美学思想中占
据主导地位。于是处于这一时期的.哲学家，无论是唯物主义
还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音
乐看成是一种模仿，但是他们在对音乐模仿的对象这一问题
的看法上产生较大分歧。

三、自律与他律的对立统一

他律与自律存在着对立的统一，音乐美的本质应走向他律与
自律二元的综合。音乐美的本质兼有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双重
性，音乐有其自身固有的逻辑结构，即和声、旋律、节奏的
组合，它不完全受欣赏者被唤起的想象、情感或联想的影响。
从音响材料自身的物理属性上看，既有客观存在于音乐作品
中的内容成分，又带有主观的因素，如体现为音乐的情感性、
社会性等。各门艺术，无论文学还是音乐，如果单纯去追求
他律或是自律，其结果必然会为它的另一面所否定。艺术始
终浸染着情感因素，且与社会关系紧密联系，从这个层面上
说，艺术是社会的产物，具有一定的他律性。同时，各门艺
术又有其自身特定的形式构成，如用于绘画艺术的色彩、线
条；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音乐艺术的音响、旋律等等，它



们均具有自律性的一面。然而自律与他律作为对立着的两面，
很难将它们合而为一。要解决这一难题还得回到二者的合理
性和缺陷上来，从二者的对立性上来求统一，肯定他律与自
律的合理因素，二者对立着的合理性统一了，二者的缺陷也
就消失了。音乐既是人类情感的充分表现，又是乐音形式的
艺术组合。

现代社会越来越进步，速度越来越快，这就要求作曲家在创
作作品时，既要有动听的旋律又要能够体现出现代人能表达
出来的思想感情，音乐形式往往伴随着音乐情感。作品的深
层内涵就是情感的表达。所以不论是创作作品，还是演唱或
者演奏作品都是“自律伦”与“他律论”的结合。

参考文献：

音乐的论文篇四

一、正确的试奏方法

所谓“试奏”，即对音乐作品不经预习就能视谱即奏的技能，
它是钢琴学习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环节。掌握正确的试奏方法，
不仅能提高钢琴学习的效率，还能提高习琴者的钢琴演奏水
平，培养其良好的音乐素养。

(一)认真读谱，内心唱谱。阅读是学习的最基本能力，乐谱
作为传递音乐信息的载体，是钢琴演奏者最直接的认识对象。
面对一首新作品，我们首先要弄清乐曲名称，熟悉作曲家的
创作风格;其次，在弹奏前要看清谱号、调号、拍号、速度及
表情术语。许多初学者在弹奏新作品前，缺少认真读谱这一
关键步骤，往往上来就弹，一弹就错，导致各种问题接踵而
至，如：高音谱号看成低音谱号、d大调看成c大调、该断奏的
弹成连奏、乱用指法使乐句无法连在一起等。这些问题的产
生，都源于缺乏对读谱能力的训练。由于缺少这种训练，造
成对调性的感知力不够敏感，即使弹错了自己都无法意识到。



再就是不认真计算时间，导致节奏上的混乱。面对这些问题，
只要我们在弹奏前认真读谱，大多数错误都是可以规避、减
少的`。视奏之前，我们需要做的第二个准备工作就是内心唱
谱，通过唱谱可以了解音乐的大体风格，了解音乐的走向，
了解乐句的划分，同时，还可以在头脑中对乐句指法的设计
有一个基本的构思，在接下来的试奏过程中才能将注意力稍
放些在音色、力度、速度、音乐表现上。做好认真读谱、内
心唱谱，试奏将会在准确性上更上一个台阶。

(二)熟悉键盘，提前看谱。提高试奏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是熟悉钢琴键盘，即手指对键盘空间距离感的把控。这种把
控并非三两天就能掌握的，而是一个长期练习积累的过程，
需要依靠常年弹奏钢琴所建立的视觉、听觉及运动反应。当
然，极其精确的时间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视奏的过程中，
眼睛要走在手指的前面，提前看下一小节，留有提前量，才
能使视奏时的音乐作品更为连贯。

二、有效的练习方式

(一)采用正确的练琴方法。练习方法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
到钢琴学习效率的高低。在练习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学习目标，
找出重难点来单独练习。除此之外，在练琴时可以根据不同
种类的技能和难度采用双手合练、单手练习、分段练习、改
变速度和节奏等不同的练习方法。

(二)合理分配练习时间。钢琴学习水平的提高需要足够的练
琴时间和练琴次数作保证，但并不是说练琴时间和次数越多
就越好。只有练琴时间和次数分配得当，才能收到良好的练
习效果。对于儿童，每次练习时间不宜过长，但次数可以稍
多一些，这样既符合儿童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的特性，也能
够提高儿童的练琴质量。而成年人则相反，每次练习的时间
可长一些，次数则少一些。

三、听觉能力的培养



听觉是与生俱来的，但对于音乐中的听觉(如：听节奏、听音
高、听音乐风格等)却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这是一种需要
长期训练才具备的听觉能力。对于习琴者而言，训练自身高
度鉴别力和欣赏力的听觉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许多学生在
钢琴练习中却忽略了听觉的存在，把练习与听觉割裂开来。
作为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外部听觉能力，还要培养学生
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帮助其建立良好的内心听觉能力。

(一)对外部听觉能力的培养。“音乐外部听觉，也叫普通听
觉或实音听觉，是外部音响对人的听觉器官刺激而引起的生
理反应。”如视唱练耳、聆听音响资料及现场演奏等。提高
自身的外部听觉能力，要在聆听音响资料、现场演奏时，分
析比较不同演奏家的演奏风格，体味美的声音，并把美的声
音牢记于心。在倾听自己的演奏时，要时刻用耳朵鉴别声音
的质量，及时调整弹奏的方法。这种对外部听觉能力有意识、
有目的的训练能够为之后内心听觉能力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
础，因为内心听觉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外部听觉感知基础之上
的。

(二)对内心听觉能力的培养。“内心听觉是一种内心表象，
是一种不依赖音响，仅凭记忆表象和思维而准确地构成内心
音乐意象的能力。”内心听觉能力是习乐者通过长期学习积
累的听觉经验，培养内心听觉能力的方法有两种：慢速演奏
乐曲和“点线”法演奏音乐作品。日常学习过程中，我们可
以运用这些方法有意识地培养自身的内心听觉能力，也可以
在弹奏乐曲之前，对乐曲所发出的音响效果有所预知、有所
想象，因为通过精心审视弹奏出来的音色，更为完美，更具
有感染力。

四、

通过对以上三点问题的分析，笔者用几个词概括提高钢琴演
奏水平的方法：认真、用心、勤思考。认真即读谱认真;用心
是要用心聆听感受音乐;勤思考则是要善于总结，对自己的钢



琴学习有所规划。习琴者如能深入思考理解这些问题，笔者
相信其钢琴演奏水平的提高将会有质的飞跃。

音乐的论文篇五

[摘要]音乐的情感是独立存在的。音乐自身（指音响实体）
并没有情感内容，可是它却可以唤起我们的情感，并且这种
情感与生活中的情感并非是一回事。我们最初听到某首乐曲
时所产生的那种特定的感觉感受，是在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
是全新的感受。

[关键词]音乐自然属性自律他律

首先，我们从最基本的层面即物质意识关系的层面来看，世
上任何事物都是客观物质存在，尽管万事万物之间有着普遍
的甚而是密切的联系，但是矛盾的特殊性早就告诉我们，世
上任何事物由于其结构、构成元素及存在方式等的不同，无
一不首先是一种不依赖于它者的独立的存在，音乐尽管是人
类的创造物，但在自然属性上它是音响实体，不过是声音的
运动一种独立存在的物质运动，就此而言它是自律的。我们
不应忘记这样一个常识，即世界上除了人具有情感和精神内
涵外，其它任何事物都是没有情感和精神内涵的，因此，音
响实体当然也是既没有情感也无任何内容的。前苏联音乐哲
学家玛雷舍夫以符号学的角度考察音乐，认为“音乐符号客
体与其艺术意义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同于形式与内容之间
的关系。符号客体，作为物质构成物，本身不包括，也不可
能包括精神意义，而在解释的结果中表达精神意义。音乐表
象不寓于声音之中，而是在声音的影响作用之下，形成于解
释者的意识之中。即使音乐符号结构体自身，如果避开听众
的心理活动，也不可能进入音乐作品的体系。人们之所以会
认为音乐具有情感内容，是人对不同事物具有通感或者说是
格式塔理论中所谓“异质同构”的原因所致。如果说音乐是
他律的或者说具有他律性的话，那是因为人的本性或者说是
音乐的社会属性使然，也就是审美主体将审美对象人格化的



这样一种本能而造成的。

其次，音乐的情感是独立存在的。音乐自身并没有情感内容，
可是它却可以唤起我们的情感，并且这种情感与生活中的情
感并非是一回事。我们最初听到某首乐曲时所产生的那种特
定的感觉感受，是在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是全新的感受。
这种由音乐唤起的人的情感我称之为“音乐情感”。请问有
谁在生活中体验过与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一样的
感受的呢？贝尔就认为艺术中所唤起的审美情感是一种特殊
情感，与生活中的情感毫不相干，在艺术世界里“没有生活
情感的位置”。音乐所引发出的人的情感同人在生活中的种
种情感确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音乐的话，那么我们至今都
不可能体验到这种只有音乐才能带来的异样的情感。尽管音
乐有时能够引发或诱发起我们在生活中曾有过的相类似的某
种感觉感受，并使我们联想到生活中某些经历体验，但这种
共振是不具体不确定的，很宽泛的和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因心境而异的。音乐给我们的只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人
们认为贝多芬《命运交响乐》第一乐章一开始的动机是命运
在敲门，这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和表述，我们也完全可以
认为它是神的震怒，或是火山的爆发等等生活中一切与此相
关联的事物。而在客观事实上，在自然属性的层面上它却什
么都不是，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力度较强的，能够使人振奋
的声音而已，这才是音乐的最基础的最根本的本质。

有一句著名的艺术定律叫做“艺术源于生活”，从音乐上讲
则是“音乐源于生活”。此观点只能说是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正确性，而并非是绝对的。若将其绝对化便会全然排斥和从
根本上否定掉音乐的自律性。对此定律我们一般可以作两种
理解，其一，若是作最宽泛的理解的话，那岂止是音乐源于
生活，人类社会中一切的一切都应是源于生活的，因为若没
有生活，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这样看来“音
乐源于生活”的表述也就显得毫无意义，其二，若是将“音
乐源于生活”理解成是音乐的素材或音调、节奏等源于生活
中的.事物的话，这便大可值得怀疑。因为没有生活素材的纯



音乐只能是源于它自身，比如莫扎特的许多作品，包括《c大
调长笛奏鸣曲》、《c大调钢琴奏鸣曲》等便是如此，至于音调
节奏方面，生活中原本就不存在音阶、和弦、音型、旋律、
节奏等，也没有对位与赋格，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认为，在艺术作品中并不一定存在着它同现实之间的某种对
应关系。艺术作品并不单纯地去“反映”现实或“记录”现
实。作为一种结构、形式，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塑造力量
的“现实”。不可否认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律动、高低起伏、
强弱变化对比、明暗交替等与音乐诸要素相通的因素，但我
们显然不可以将“音乐源于生活”理解成音乐依赖于生活，
从属于生活，没有生活原型音乐就一定不存在。音乐绝对不
是，也决不应该完全成为生活的奴仆。音乐情感不但不依赖
从属于日常生活，而且还开拓和丰富了人类相对贫乏的情感
生活。

再次，音乐的自律性还表现在现实生活并不能为音乐全面提
供素材或源泉，即使有那也只是对生活只鳞片爪的意向性的
模仿，如鸟叫、教堂钟声、奔腾的河流等。我们的艺术理论
总是近乎本能的习惯于将艺术与生活生拉硬扯在一起，这在
某些时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典型的如浪漫派音乐与社会人
生等就有较多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也确有其心理学上的根据。
与马克思所谓“自然的人化”一样，音乐与生活的联系也
是“音乐的人化”。尽管音乐与自然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
由人创造出来的，后者是客观存在的。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乐
音有规律的振动，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本质上它与大
自然是一样的。两者的区别只是“人化”的程度不同而已。
因为音乐是由人创造，深深的铸上了人的烙印，所以，其人
化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大自然“人化”的程度。

音乐的自律性还体现在审美主体对音乐的表层欣赏上。欣赏
至少应被分为自律欣赏和他律欣赏两个层次，自律欣赏又叫
表层欣赏，它是纯感觉的、纯情感的，仅感受音乐的形式美，
它不与生活内容发生任何联系，主体并不思考、联想与回味，
属于生理性的物质性的。表层欣赏主要用于娱乐休闲和身心



的放松。表层欣赏与我们品尝美味佳肴与身体按摩是属于同
一个层面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仅以获得生理快感为主要目
的。李斯特在《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尔德”交响曲》中指出：
“情感在音乐中独立存在，放射光芒，既不凭借‘比喻’的
外壳，也不依靠情节和思想的媒介。”此话若是就表层欣赏
而言是非常正确的。至于他律欣赏，将在下文论述。

另一方面，音乐也应当被分为两种。一种是不足以引发主体
思考回味的仅有形式的音乐，也就是所谓的纯音乐，这种音
乐是没有内容内涵的。审美主体只能从中获得形式美的感受，
莫扎特的《c大调长笛协奏曲》等就属于这一类作品。听这样
的音乐恰如品尝食物，没有人在品尝了美味佳肴之后会提
出“食物的内涵是什么？”这样一个荒唐而又愚蠢的问题，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偏偏总是热衷于对仅有形式美的音乐这种
精神佳肴频频发问呢？我之所以用食物作为例子，是因为两
者都是人的感觉事物，只不过是前者作用于人的味觉，后者
作用于人的听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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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论文篇六

自律净心，他律固形

成长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长跑，我们从同一个起点出发，
踏过一路的花瓣与荆棘，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在向前奔跑
的路途中，诱惑与干扰无处不在，能否经受住考验，完全取
决于个人的选择。



严于律己之人，行君子之为，逐皎洁明月。

“弓弦拉得越紧，生命之箭就射得越远。”自律是一个人立
身处世的修身之道，是黑夜里的灯火，是通往胜利的坦途。
自律，让懈怠与懒惰自行消散，正如囊萤映雪、悬梁刺股；
自律，让虚荣与贪婪彻底走远，恰似冯炼回乡，追志守墓；
自律，让懦弱与畏惧无处遁形，就像鲁迅呐喊，以笔为矛。
若无严格的自律意识，执着的内心坚守，又何来日后的成功
与明月？他们严于律己，自我完善，因此心怀坦荡，俯仰于
天地之间。

放浪形骸之人，只随欲而行，以他律固形。

人生之路风景旖旎，诱惑太多，金钱、利益、荣誉、面子、
刺激感……不断挑战着我们的原则和底线，一不小心就可能
误入歧途。很多青少年由于自身意志薄弱、自控能力不强，
接触了网络游戏后，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于是，规则与约
束便出现了，如绳索、铁链，以他律的方式帮助人们与欲望
作斗争，对抗人性弱点。

一般情况下，人们能够遵守关于小事的公共规则，然而当面
临巨大诱惑的时候，这些规则很容易就会被打破。这时我们
才能真正领会自律的涵义，它一直在我们身边，时刻警醒，
永葆初心。当诱惑像毒药般侵蚀我们的内心，自律，使之止
于萌芽，凭坚定的意志阻止毒性的'侵入与深化。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必先做到自律。自律是一场孤独的旅
程，是自我同自我的斗争。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只有让自
律之泉充分涌流，才能保有本心，使灵魂真正自由，“在逆
风中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

亲爱的同路人，祝你满程花瓣，战胜荆棘；祝你守住内心的
坚定，战胜毒药的侵蚀。若被侵蚀，也不必畏惧，因为――
自律净心，他律固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