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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素质教育，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

的问题就是：新课程将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同时也将改变教师的教学

方式。为了把这种“转型”工作做好，我们配合当前的新课程策划、组织

并编写了这套“教师必备知识丛书”。此套丛书的特点，一是“准”，它准

确地体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纲要（试行）》的精神，准确地解读了新课程标准；二是“新”，它体

现了素质教育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要求；三是“实”，它内容充

实，资料翔实，语言朴实，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丛书以素质教育为目标，以教育改革为指导，内容均为实用性、

教育性、趣味性很强的各科知识，广泛搜集补充大量的新资料，像蜜蜂

酿蜜一样，力求把最好的知识营养送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手中。全书

共三十册，包括《班主任工作》、《心理咨询百问》、《师德修养》、《人才造

就》、《语言文字规范》、《名人风范》、《名人名言》、《趣味数学》等等，是广

大中小学教师的良师益友和得力助手，对完善老师知识水平结构，提高

教师自身素质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与水平大有裨益。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可将了无生趣的讲解变得活泼生动，让枯燥乏

味的引证变得情趣盎然，使苍白无华的论述更加令人信服，从而达到增

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全面提升学生素质的

目的；在休闲娱乐活动中，可将平淡无奇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让疲惫

不堪的身心充分放松。这也是编者所期望的。

本丛书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老师、专家、学者的帮助与支持，在此

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撰时间匆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

请广大老师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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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名音乐家

贺绿汀

贺绿汀（１９０３～１９９９）湖南邵阳县人。１９２３年入长沙岳
云学校艺术专修科，随陈啸空等学习音乐。大革命期间曾参
加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１９２８年创作的《暴动歌》曾在海
陆丰一带流传。１９３１年人上海国立音专，师从黄自学理论作
曲，师从查哈罗夫、阿克萨可夫学钢琴。１９３４年所作钢琴曲
《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亚历山大·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
国风味的钢琴曲”评选中获第一和名誉二奖。此后进入电影
界，参加歌曲作者协会，为左翼进步影片《风云儿女》、《十字街
头》、《马路天使》等写音乐，其中《春天里》、《天涯歌女》等插曲
广为传唱。

“八·一三”事件后，参加上海救亡演
剧一队，后到重庆，任教于育才学校音乐
组。这时创作了《游击队歌》、《垦春泥》、
《嘉陵江上》等风格清新的歌曲。１９４１年参
加新四军，１９４３年到延安，筹建了中央管弦
乐队。解放战争期间，任教于华北大学。

合唱《新世纪的前奏》，秧歌剧《刘德顺归
队》，管弦乐小品《森吉德马》、《晚会》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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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和中国音协副主席，主要从事培

养人才的工作，但仍坚持创作。写有《人民领袖万万岁》、《英

雄的五月》、《工农兵歌唱“七一”》、《牧歌》、《快乐的百灵鸟》、

《党的恩情长》、《绣出山河一片春》、《十三陵水库》、《上海第三

次武装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及《上饶集中营》、《宋景

诗》、《曙光》等电影音乐。半个世纪以来，他共创作了三部大

合唱、二十四首合唱、近百首歌曲、六首钢琴曲、六首管弦乐

曲、十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并著

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黄　　自

黄自（１９０４～１９３８）字今吾，江苏川沙人，是我国近代一位

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在短短的一生

中，在音乐理论、作曲和音乐教育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

献。他的创作和理论活动，继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绪，

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

作用。他在音乐专业教育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新中国的老

一辈音乐家中，有许多人都出于他的门下。

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４年，黄自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期间，就爱

上了音乐，并选定音乐专业作为终身的职业。１９２４年他毕业

后赴美国留学。１９２６年在大学读完心理学后，得以再入音乐

学院学习理论作曲，两年后又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校学习。

他的毕业作品交响序曲《怀旧》，１９２９年５月３１日初次演出

于耶鲁大学毕业音乐会，获得很高的评价，是我国音乐史上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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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交响音乐作品。

黄自幼年时期接受旧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青年时期接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１９２９年他从美国学成回

国。“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在上海音乐

专科学校任教的黄自，积极响应抗日救亡运动，带领学生为东

北义勇军募捐，并写了《抗敌歌》（１９３１年作）、《旗正飘飘》

（１９３３年作）、《睡狮》（１９３５年作）、《热血歌》（１９３７年作）等

歌曲，鼓舞爱国人民的斗志。他在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３年间所作的

康塔塔《长恨歌》，隐晦地讽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抵抗主

义。他在１９３５年为电通公司的影片《都市风光幻想曲》所作

的片头音乐，则反映了帝国主义者在当时成为“冒险家的乐

园”的上海所进行的罪恶殖民统治。

黄自除了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对

培养作曲人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外，还致力于中小学和社会

音乐教育的建设工作，如主编《音乐杂志》和《复兴初级中学音

乐教科书》，创作许多中学歌曲、儿童歌曲、编写音乐欣赏广播

稿，为不少中学歌曲编写伴奏或配置和声等等。１９３８年，当

他正致力于《和声学》和《音乐史》的写作时，不幸因染伤寒症

不治身亡，时年仅３４岁。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冼星海一生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以表现中华民族英雄

气慨的《黄河大合唱》最为著名，被称为人民音乐家。

冼星海（１９０５—１９４５）广东番禺县人，生在澳门的一个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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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员家庭。出生前父亲已去世，以后随母亲去南洋。１４岁
回广州，进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２０岁中学毕业后任打
字员、工人夜校教员。２２岁进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
乐系学习。后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钢琴，因参加学
潮被勒令退学。１９３０年去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
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

１９３５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创作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并
为进步影片、话剧谱写乐曲。１９３８年赴延
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１９４０年去
苏联学习、工作，１９４５年在莫斯科去世。

冼星海共创作群众歌曲五百余首，大合

唱６部，交响乐２部，歌剧１部，还有许多室内乐和声乐独唱

曲。著名群众歌曲有：《救国军歌》、《游击队歌》、《在太行山

上》、《到敌人后方去》等，其中《黄河大合唱》最为杰出，热情地

歌颂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

雄气慨和必胜信心。大型器乐创作有：《民族解放交响乐》和
《中国狂想曲》等。

丁善德

丁善德（１９１１～ ）江苏昆山人。１９２８年入上海国立音乐

院（后改为国立音专）钢琴系，受教于俄籍钢琴教授查哈罗夫，

并师从朱荇青、黄自攻习琵琶、和声、配器。抗战以后，筹办上

海音乐馆，并亲自主持该馆工作，从事音乐教育活动。１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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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指导教师为布朗热教授
及渥朋教授。１９４９年回国后，长期担任柏林国际舒曼钢琴
比赛（１９５６年）、波兰国际肖邦第六届钢琴比赛（１９６０年）、

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国际钢琴比赛（１９６４年）评委。在国
内多次举行个人钢琴独奏会。他的主要作品有大型器乐曲
《长征交响曲》、《新中国交响曲》，大合唱《黄浦江颂》等。

时代歌手聂耳

每当我们唱起雄壮的国歌时，就会想起作曲者、时代歌手
聂耳。

聂耳（１９１２———１９３５）原名聂守信，云南
玉溪人，生于昆明。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
间音乐和戏曲，并学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

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阅读各种
进步杂志。１９３０年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１９３３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舞台剧作曲，同时写了大量
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开路
先锋》、《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新女性》、《卖报
歌》等，还有《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

聂耳是我国第一个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来歌颂工人阶
级的作曲家，是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喊出时代最强音的歌手。

１９３５年，聂耳到日本，准备经欧洲去苏联求学，不幸在游泳时
溺死海中。他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１９４９年作为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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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歌，１９７８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正式定为国歌。

王洛宾

王洛宾（１９１３～１９９５）北京市人。１９３４年毕业于北平师

大音乐系，后在中学教音乐。１９３７年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

务团，与塞克合作写了《风陵渡的呼声》、《洗衣歌》等，１９３９年

在兰州出版《西北歌声》，整理了《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民歌。

１９４０年随宣传小组入青海收集民歌，编写了《玛依拉》、《在那

遥远的地方》、《黄昏里的炊烟》等哈萨克风格的歌曲，并作有

歌剧《沙漠之歌》。

１９４１年曾在国民党狱中写了《云曲和囚人之歌》的歌本。

１９４９年随解放军入疆，写了《亚克西》等歌曲，并为歌剧《无人

村》、《两代人》、《战斗的历程》写音乐。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创作

歌剧《托太尔的百灵》。１９７９年写了哈萨克歌剧《带血的项

链》，同年在北京演出，获二等奖。

雷振邦

雷振邦（１９１６～ ）北京人。满族。自幼喜爱京戏和民间

小调，会拉二胡。曾在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科学习，回国后

当过中学教员。１９４９年起，先后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长

春电影制片厂为《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

《吉鸿昌》、《小字辈》等四十余部电影作曲。其中《花儿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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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样红》、《蝴蝶泉边》、《青春多美好》等插曲广为流传，《刘
三姐》还在国外放映，受到欢迎。他的电影音乐往往采用民间
音乐素材构成音乐主题，有的则根据民歌改编发展，所以具有
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

马　　可

马可（１９１８～１９７６）江苏徐州人。曾在河南大学化学系学
习，后在冼星海的感召和引导下，参加河南抗敌后援会巡 回
演剧第三队。１９３９年抵延安，在鲁艺音工团工作、学习，得
到冼星海、吕骥等人的指导，记录、整理过大量民歌资 料。后
在东北解放区从事音乐活动，解放后任中国音乐学院 院长。

一生写了二百多首（部）音乐作品，其中以歌曲《南泥湾》、
《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合唱》，

秧歌剧《夫妻识字》，歌剧《周子山》（与张鲁、刘炽合作）、《白
毛女》（与瞿维、张鲁、向隅等合作）、《小二黑结婚》，管弦乐
《陕北组曲》等最为流传。在音乐理论研究上，著有《冼星海
传》，并著有《中国民间音乐讲话》、《时代歌声漫议》等书和
二百余篇论文，涉及到新歌剧的发展、戏曲音乐改革、革命
音乐传统和群众音乐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他在歌曲创
作、歌剧创作、音乐理论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人们
留下了丰富的遗产。１９７８年他的部分歌曲被编入《马可歌
曲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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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希贤

瞿希贤（１９１９～ ）女作曲家。自幼爱好音乐。１９４８年 毕

业于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曾师从弗兰克尔（德籍教授），谭

小麟等教授。解放后，长期在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和中央 乐

团创作组工作。勤奋多产，题材宽广，风格多样，音乐语 言清

新生动，刚柔兼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独创 性。其

中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获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歌曲

比赛一等奖，合唱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获１９６４年全

国群众歌曲一等奖，儿童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 的事情》获全

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音乐作品一等 奖。此外，大

型声乐作品《红军根据地大合唱》和电影音乐 《青春之歌》、

《红旗谱》、《为了和平》、《元帅之死》等，也 受到音乐界的好

评。歌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于１９８０年被评为优秀群众歌

曲。１９８１年她和我国其他女作曲家的 作品，应邀在意大利

举行的妇女音乐联欢节上演出。

刘　　炽

刘炽（１９２１～ ）陕西西安人。从小随民间艺人学习鼓乐，

１５岁成为红军“人民剧社”小演员。１９３９年入延安鲁艺随冼

星海学作曲，是当时延安有名的“５人团”成员（其他人为安

波、马可、鹤童、张鲁）。建国后曾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

现任煤矿文工团副团长。共作有１０部歌剧音乐（有的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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