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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音乐家]
００１ 红 雨 梦在心中 路在脚下

 ———记著名作曲家许镜清

     [教授专栏]
００４ 孟 卓 声乐网课的建构及其美育范式

００６ 王晓红 王 宪 北方筝派艺术风格的形成及特点

００９ 谢 斌 中国传统节气文化在高校声乐课程中的融入

０１２ 黄东阳 南国牡丹

 ———广东汉剧的艺术特色研究

     [博士论坛]
０１５ 何飞雁 论戏曲音乐对多民族民歌文化因子的吸纳与发展

 ———以彩调剧音乐为例

０１８ 郭聪聪 音乐治疗对缓解舞蹈专业艺考生表演焦虑的作用

     [音乐教育研究]
０２１ 卢 青 思政视阈下德育与高校钢琴教学的融合研究

０２４ 陈艳伟 经典红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０２７ 李亚光 高校远程音乐教育发展前景探析

０３０ 张 露 基于核心素养下的戏曲音乐教学探究

０３３ 王宬葓 川剧音乐在四川普通高校音乐学专业传承策略研究

 ———以教师教育为例

０３６ 郭红喜 梦 怡 当代信息科技发展语境下音乐教学的内涵

０３９ 吴琳娜 高职院校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策略分析

０４２ 鲍 卉 高职院校艺术歌曲教学研究

０４５ 何 敏 论高校幼儿师范音乐教育中唱、 弹、 跳的结合

０４８ 吴 迪 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在高校教学中的传承

 ———以储望华钢琴作品为例

０５１ 王艺红 吴忠超 高师自弹自唱在教学实践中的重要性

０５４ 杜啸虎 ＭＩＤＩ管弦乐制作学习的三个阶段

 ———管弦乐制作课程教学的相关思考

０５７ 韩 薇 高校音乐专业长笛教学探索

０６０ 王艺凡 汪 健 新就业环境下高校音乐专业毕业生就业思考

     [民族音乐研究]
０６３ 曾 瑞 情气惟和 妙趣生焉

 ———解读 《溪山琴况》 中的 “轻” 与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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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理论与创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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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６ 陈 功 青主 《大江东去》 与印青 《念奴娇•赤壁怀古》 之比较研究

０６９ 朱敬文 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

０７２ 朱 莹 赵晓晓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传承研究

０７５ 黄春红 文化自信背景下潮州歌谣形态分析

０７８ 刘 阳 延安时期音乐的大众化发展

０８１ 连晓东 陈玉成 大调曲子音乐考察与分析

０８８ 张天璐 孟 醒 方锦龙五弦琵琶艺术研究

０９１ 陈丽娟 柳琴艺术发展历程述略

０９４ 乔子颖 扬剧民营剧团的发展现状研究

     [外国音乐研究]
０９７ 韩雨珊 试析德彪西前奏曲 《牧神午后》

１００ 章 涵 韦伯音乐剧 《艾薇塔》 分析

１０３ 李 纯  许 琦 咏叹调 《偷洒一滴泪》 的艺术性探究

     [作曲技术理论]
１０６ 龚苏俊 中国民歌改编艺术歌曲钢琴伴奏研究

 ———以江定仙 《康定情歌》 为例

１０９ 晁艺文 郭 威 林华复调民族化创作技法研究

 ———以 《桃花坞年画木刻图四幅》 为例

     [表演艺术研究]
１１２ 王 萌 《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的音乐特色与演唱技巧

１１５ 裘 伟 颜士杰 歌曲 《壮乡三月天》 的腔词形态及演唱特点分析

１１８ 杨 坤  苗 雨 艺术歌曲 《山中》 的艺术特征与演唱处理

１２１ 陈喜红 孙寒烟 论 《一首桃花》 的艺术特色及演唱风格

１２４ 孟晓旭 二胡演奏中的揉弦分类与音乐效果

１２７ 沈梦玥 现代古筝作品的舞台表现力

 ———以 《夜深沉》 为例

     [音乐作品]
１３１ 祖国, 我心中的太阳 (童声合唱)  慧眼观音词 吕 锋曲

１３２ 是前线也是防线 曾宪瑞词 彭 超曲 刘华清配伴奏

１３４ 一路有你都是歌 刘传利 张 斌词 刘传利 魏理智曲

１３５ 摘胡瓜 (钢琴复调小品)  刘 莹曲

     [舞蹈艺术]

１３８ 陆丽静 广西京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趋势



音乐理论与创作杂志
……………………………………………………………………………………………………………………………

１４１ 王怡欢 《舞蹈风暴》 中的创新之处与编创手法

１４６ 刘昉昉 从 《舞蹈风暴》 中观舞蹈艺术的综合发展趋势

１４９ 王梦莹 “跨界” 风潮

 ———舞蹈剧场的多元融合

１５２ 吴孟洋 德国现代舞史上三位女性舞蹈家的身体言说

     [硕士园地]
１５５ 王承凤 学堂乐歌的历史意义及相关的美育思考

１５８ 石富林 北曲格律的形成

 ——— 《中原音韵》 与 《太和正音谱》 的比较

１６１ 蒙 威 高甲戏声腔之形成与嬗变

１６４ 祁 琪 化他为我的东北二人转

１６７ 曹 然 张德彝音乐见闻中的观望与想象

     [学术论坛]
１７１ 庞 宇 他者的闯入 阳性的对抗

 ———民族歌剧 《原野》 的女性主义音乐学批评

１７５ 董嘉雯 苗 雨 中国古代乐籍制度的分析与思考

１７８ 徐 婧 民族声乐与音乐治疗探究

１８１ 王元方 论电影音乐与电影的关系

 ———以 《芳华》 为例

１８４ 周 悦  邵 萍 ２０世纪音乐人类学的发展

 ———以胡德的 “双重音乐能力” 为例

１８７ 孙卓娜 吉林省高师钢琴重奏课程的教学研究

 ———以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例

０９０ 第三届哈尔滨音乐比赛将于今年 ８月在哈尔滨举办

１４５ 《当代音乐》投稿、征订启事

封面 悉尼歌剧院 徐语键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