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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前沿与课题选择 
◆何越新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音乐教育哲学,是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本文参考发表期刊的

权威性、论文下载量等因素，通过对知网论文的搜索，选定了自 2004 年

以来的 30 篇相关论文进行分析，由此总结出本论题的学术前沿研究的相

关论点及课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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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审美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 
美国音乐教育哲学出现了两种范式: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

① 。审美范式孕育并形成于五、六十年代，鼎盛于七十年代，于
八十年代受到众多质疑。实践范式酝酿于八十年代，出现于九十
年代。两种范式坚持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音乐的本质与
价值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对音乐教育提出了不同的目标和
任务。从历史的视角看，这两种范式的出现与主张均和当时的社
会背景、理论背景分不开。审美范式为音乐教育专业的稳定与统
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范式则为人们理解音乐与音乐教育提供
了更宽广的视野。 

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在当前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界
受到了质疑，我国当前教育中的美育政策也是综合性的，而不是
纯粹自律的审美教育，也是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多元音乐文化
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两者的优劣应该辨析清
楚。 

二、有关音乐哲学本体的研究 
音乐教育哲学并非科学的领域，它是人文科学的领域或文化

的领域，由于它的文化属性，因此，音乐教育哲学就有了音乐文
化哲学的属性，或者说，有何种音乐文化哲学，便产生相应的音
乐教育哲学。文化与社会、民族、历史的文化哲学紧密相关。音
乐教育哲学，是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② 。本文结合当今音乐
教育实践活动全面研究当今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哲学观，如"
美育论音乐教育哲学"、"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功能的音乐教
育哲学"、"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以
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以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等，
用综合的、辩证的思维分析各种音乐教育观的不同立场、不同的
视角阐述其哲学主张的合理性、片面性与兼容性，主张用兼容的
音乐教育哲学观作为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南，从理论层面
会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从实践层面又会有助于教师
的行动。另外，分析音乐课程价值和课程目标的哲学基础，并结
合当前基础音乐教育实际提出运用兼容性音乐教育哲学观时应
注意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实践向正确的科学的方向发
展。 

三、有关音乐教育哲学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影响 
音乐教育发展与哲学思潮息息相关，面对愈加凸显的现代性

危机，面对西方传统认识论哲学所暴露的弊端，以及建立在认识
论哲学基础上的音乐教育的现代困境③ ，本文认为，符合时代性
的后哲学文化观理论是超越音乐教育认识论哲学的一个理论选
择；而且从后哲学文化视角来研究音乐教育，也顺应了当今文化
哲学、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趋势。后哲学文化观在解构西方
传统文化与现代哲学思维的同时，实际上也对现代音乐教育的认
识论哲学基础，构成了一种直指根基的批评与解构。在后哲学文
化的时代语境中，我们迫切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与思维理念，构建
学校音乐教育的后哲学文化。 

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时代迈进以及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型，
西方现代认识论哲学也日益受到反思与批判。在后现代思潮的冲
击下，有关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考与讨论已然崛起，而罗蒂的后
哲学文化作为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成为二十世纪末最
重要的一股哲学思潮。罗蒂的后哲学文化，站在元哲学的高度对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以解构传统的认

识论作为重心之重，其构建的新哲学和新文化旨在以教化哲学的
反二元论与人文理念，消解传统“镜式”哲学之本质主义、基础
主义和中心主义的现代思维习性，强调哲学与诸文化部门之间相
互的平等关系，从而放弃使哲学科学化的倾向以及想让哲学成为
文化之王的虚妄企图，并以新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提倡关注实
践效用与日常生活，启发创造性对话，希冀以一种多元、乐观、
宽容的后哲学文化观的姿态，迎接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四、小结 
结合当今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全面研究当今音乐教育发展历

程中的哲学观，如"美育论音乐教育哲学"、"审美的音乐教育哲
学"、"功能的音乐教育哲学"、"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的
音乐教育哲学"、"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以音乐创造为核
心的音乐教育观"等，用综合的、辩证的思维分析各种音乐教育
观的不同立场、不同的视角阐述其哲学主张的合理性、片面性与
兼容性，主张用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作为基础音乐教育实践的
行动指南，从理论层面会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从实
践层面又会有助于教师的行动。另外，分析音乐课程价值和课程
目标的哲学基础，并结合当前基础音乐教育实际提出运用兼容性
音乐教育哲学观时应注意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实践向
正确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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