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方数据



     [期刊基本参数] ＣＮ ２２－１４１４ / Ｊ∗１９８５∗ｍ∗Ａ４∗１９２∗ｚｈ∗Ｐ∗ ￥ ３５. ００∗２０００∗６２∗２０２１－０６

   目 录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当代音乐 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总第 ６５１期)
★★★★★★★★★★★★★★★★★★★★★★★★★★★★★★★★★★★★★★★★★★★★★★★

     [当代音乐家]
００１ 红 雨 《长征组歌》 与著名男低音歌唱家马子跃

     [教授专栏]
００４ 戴 勇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多元化视阈下的高校声乐教育研究

００７ 徐科锐 李天娇 高校琵琶演奏与教学中审美风格的呈现

０１０ 刘爱珍 地方高校音乐专业视唱练耳教学探析

０１３ 马 克 徐德馨 红色歌曲的艺术特色与传承意义

 ———以王莘 《歌唱祖国》 为例

     [博士论坛]
０１６ 郝 苗 根植沃土心有歌

 ———艺术歌曲 《小白菜》 的唱法、 旋法与写法

０１９ 李泽召 纲举目张 学以致用

 ———评姜之国 《音高组织技术的理论与实践》

０２２ 孙 博 现实主义歌剧的先驱

 ———比才的歌剧创作

０２５ 洪宜德 董 云 土耳其毛拉维教团萨玛回旋舞的成因解析

０２８ 王京龙 幼儿园教育中开展音乐构成要素活动的三个基本问题

     [音乐教育研究]
０３１ 赵 婷 本土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中传播方式探索

０３４ 冯 丹 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０３７ 曹 林 多元化教育背景下高校音乐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０４０ 季春玲 何晓慧 王 泽 ５Ｇ时代下钢琴在线教育研究

０４３ 梁 伟 二胡练习曲发展与音乐院校教学实践探索

 ———以浙江音乐学院为例

０４８ 翟 多 钢琴练习曲教学探析

０５１ 桑文佳 论声乐教学中学生艺术表现能力的培养

０５４ 闫琇虹 音乐审美层次递增与视唱练耳教学

０５７ 高 珊 论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中的听觉训练

０６０ 杨荟卉 运用华语励志流行歌曲激发大学生的追梦情怀

０６４ 武文博 “思政＋音乐” 视域下音乐院校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０６７ 丁红梅 以 “教编演” 为核心的音乐表演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民族音乐研究]
０７０ 蒙 威 跨文化碰撞 跨时空融合

 ———谈冯满天的阮乐艺术

０７３ 秦佳钰 从美学角度审视当代流行音乐的 “中国风”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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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６ 王梦琪 苗族音乐元素在古筝曲中的运用

 ———以 《溟山》 《幻想曲》 为例

０７９ 崔欣阳 花腔在中国声乐作品中的演变与应用

０８２ 杨育玲 试论当代羌族声乐作品中的结构特征

     [外国音乐研究]
０８５ 胡敏鸣 不忧伤的探戈

 ———探戈音乐 《化装舞会》 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０９０ 刘雅琳 论肖邦与希曼诺夫斯基玛祖卡舞曲演奏风格的异同

０９３ 刘雪琦 浅析肖邦 《Ｅ大调第四谐谑曲》 (Ｏｐ. ５４)

０９６ 王 晨 ２０世纪日本钢琴热及启示

     [作曲技术理论]
０９９ 崔 磊 从词乐结合谈赵元任艺术歌曲创作之法

１０２ 林偌彤 喻晓雯 贝多芬 《第五钢琴奏鸣曲》 第一乐章的曲式结构分析

１０５ 张馨文 佐罗塔耶夫 《儿童组曲 Ｎｏ. ４》 的作品结构分析

     [表演艺术研究]
１０８ 李 朋 古诗词艺术歌曲 《七步诗》 的演唱分析

１１１ 王孝杰 苗 雨 “战友派” 革命歌曲演唱特点研究

１１４ 段玉香 论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

 ———以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为例

１１７ 刘虎成 董 兵 斯义桂歌唱 “秀气” 论

 ———以 《教我如何不想他》 为例

１２０ 赵楠萱 歌剧 《唐•璜》 音乐风格与演唱分析

１２３ 谢金灵 试析声乐表演中情感表现能力训练策略

１２６ 姚雨宏 论歌唱的起音

１２８ 钟 超 谈幼儿音乐演唱技能的训练

１３１ 陆澹丹 钢琴艺术指导在声乐作品演唱中的重要性

１３４ 柳 叶 柳林子 论古琴自学的策略

     [音乐作品]
１３７ 共同的家园 段 颖  申 涛词 申 涛曲

１３８ 我的老乡亲 (男声独唱)  石作良词 梁宝忠曲

１３９ 古尔班通古特 姚华祥词 刘 炜曲

１４０ 乡音乡愁是故乡 周廷发词 孙 绰 雷登荣曲 

１４２ 八段锦 (钢琴小品)  聂席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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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校园的早晨 (长笛、 单簧管二重奏)  李 响 李新庭曲

     [舞蹈艺术]
１５０ 赵华葳 相 宁 论中国非遗传统舞蹈的高校传承

１５３ 李智敏 佛山南狮舞与梅州席狮舞的异同研究

１５６ 吕盈昱 基于情节冲突下蒙太奇创编手法的应用分析

 ———以原创现代舞作品 《身后事》 为例

１５９ 王舒涵 高娟敏 身体美学视域下舞者身体训练探究

     [硕士园地]
１６２ 李 敏 传统与西学的碰撞

 ———读伍维曦 《礼乐与国乐: 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思潮》

１６５ 彭文文 传唱红色歌曲与红色文化的弘扬

１６８ 李 琪 剖析王光祈 《东西乐制之研究》 中比较音乐学的观念

１７２ 王国顺 舒伯特艺术歌曲的音乐诗学分析

 ———以 《魔王》 为例

     [学术论坛]
１７５ 付佐勇 声乐中声带闭合不全案例研究综述

 ———以八位学生演唱为例

１７８ 周雨桐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ｕｓｉｃ” 和 “ｐｏｐ” 概念辨析及翻译

１８１ 马 岩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声乐表演意境

１８４ 孙 佳 论音乐教育中文学素养提升的重要性

１８７ 李京泽 何 谐 季惠斌 试析五行音乐疗法中不确定问题

１９０ 赵晓东 论雅尼 《夜莺》 的中国和谐思想

１９３ 陈利宏 大堂鼓与小军鼓发展探究

１９６ 王晓梅 女中音声乐教学中的重难点分析

１９９ 王子健 现代音乐表现中古典音乐元素之美

 ———以皇后乐队 《Ｂｏｈｅｍｉａｎ Ｒｈａｐｓｏｄｙ》 为例

２０２ 詹 宁 当代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发展脉络与突破

６９ 《当代音乐》投稿、征订启事

封面 挪威奥斯陆歌剧院 徐语键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