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 站 推 荐 

网 上 图 书 馆 

音乐科研机构 

学术会议信息 

学术出版信息 

研 究 资 料 

首页 → 资 料 库 → 研 究 资 料 → 论 文 采 撷 → 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与治疗学  

在医学院校音乐欣赏课基础上开展音乐治疗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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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全国音乐欣赏教学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 
 
摘要：通过在高等医学院校中开展音乐治疗学教育的尝试，增强大学生心理自我调
节、自我放松的能力，更加坚定这一新兴学科──音乐治疗学，必定走近医学生身边并
将使被他们收益终生。 
 
关键词：医学院校 音乐欣赏 音乐治疗学 尝试 
 
音乐治疗学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是以心理治疗
方法为基础，用音乐特有的生理、心理效应，使求治者在音乐治疗师的共同参与下，
通过各种专门设立的音乐行为、经历音乐体验、达到消除心理障碍或增进身心健康的

目的。音乐治疗学集音乐、医学、美学、音乐心理学为一体。现在美国有近80多所大

学设有音乐治疗专业，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学生，有大约4000名国家注册的音乐治
疗师在精神病医院、综合医院、老年病医院、学校和各种心理诊所工作。在我国，

1989年也成立了中国音乐治疗学会。目前只有中央音乐院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 
 
锦州医学院是从1997年开设《音乐欣赏》选修课，我经过考核一直担任主讲教师。去
年，有意识地在《音乐欣赏》课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了音乐治疗教育的尝试，取
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感悟音乐、体验审美 
 
我们的做法是：第一，把《音乐欣赏》课作为基础课，学生不学完《音乐欣赏》规定
课程不能进入音乐治疗教育的学习，第二，首先要求学生在学习音乐中必须进行音乐

的情感体验/深层次的想象/具体的实践感受等多种途径，增强对音乐的广泛兴趣和爱
好，只有把音乐欣赏作为一种自觉的活动，才能不断提高音乐的欣赏能力，提高审美
修养，提高审美情趣。第三，我们通过调查了解有针对性的先后开设了：《音乐基础
理论》、《交响音乐的常识》、《中外三种唱法的分析》、《中外名曲欣赏》、（指
挥情感投入法的学习体验）、《器乐的一般掌握》、《朗诵艺术》、《声乐》、《合
唱》《形体训练》等选修课，我们不以音乐知识的掌握为最终目的，旨在以音乐审美
为主线，调动大学生的全面文化知识和人生体验。通过古今中外音乐名曲所体现的艺
术美以及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吸引学生步入艺术的殿堂，使他们从门外汉到
欣赏者，从陌生人到爱好者，具备欣赏古典和民族音乐的潜能，今后成为能够自觉
地、有效地、长期地用高雅艺术陶治情操、开发智力、增强自身爱国主义精神，提高
大学生的艺术品位，培养极具创新意识、开拓能力、人文艺术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二、开展音乐治疗教育学习的尝试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医生都不再怀疑这一事实，音乐不仅能够影响人的情绪，而且不同
的音乐对不同的疾病具有治疗作用。首先，我们通过学习知道了什么是音乐治疗，它
是通过音乐的社会作用、物理作用和心理作用来达到治疗的目的，音乐是一种社会性
的非语言交流的艺术形式，音乐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其一，音乐对大脑
听觉中枢的刺激作用可以有效地抑制相邻的痛觉中枢，从而有效地降低疼痛。其二，
音乐对于人的情绪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此音乐成了音乐治疗师手中的有力武器。
传统的心理治疗中，心理治疗是通过语言来进行治疗的，他们认为人的认知决定情
绪，而音乐治疗师认为情绪也可以决定认知。常识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情绪好的时
候，坏事能被看成好事，而情绪不好的时候，好事也能被看成坏事，只要情绪改变了
人对问题的看法也会改变。音乐治疗师正是利用音乐对情绪的巨大影响力，通过音乐
来改变人的情绪，最终改变人的认知。其三，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指出音乐欣赏与音
乐治疗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治疗，它不光停留在对一般音乐能力的培养上，而是通
过音乐行为与人的多重感官同步，并形成有效的刺激作用，要根据病人的情况（病人
经历、文化素质、音乐修养、审美能力和病情等）来选择编排病人喜欢的、感兴趣的
和能起到治疗作用的乐曲。音乐欣赏，是听觉、视觉、情感体验的一种审美的实践活
动，主要是认识美、欣赏美、感觉美。就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欣赏一些喜爱的音



乐虽然会起到一定的精神放松的作用，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音乐欣赏，而不能称之为音
乐治疗。通常我们告诉学生不主张使用一些所谓“有治疗作用”的音乐作品给自己进
行任何形式的治疗。现在社会上有些所谓“音乐处方”，称聆听某些音乐作品可以达
到治疗某种疾病的作用，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版了所谓的“音乐治疗磁带”。这些都是
非常不科学的做法，有时是无效的，有时甚至是有害的。 
 
针对医学生课程多、压力大、枯燥乏味等特点，我们主要对学生开展了“音乐心理减
压放松”的练习，目的是要达到身体和精神的深度放松，体验自我生命的美感和丰富
内心世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练习，可能会最终改变你的日常心
理基本状态，使它经常地处于一种良好和积极的状态之中。我们先后进行了音乐联想
系列练习（一）：《草地》选用背景音乐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二乐章、拉威
尔：《达夫尾斯与克罗尔》第二乐章、鲍罗廷：《在中亚西亚草原上》。当你欣赏着
美丽的草原景色时，让音乐唤起你的情绪感受，也许音乐会给你带来陶醉和满足的体
验。（二）《高山》之先用背景音乐勃拉姆斯：《第二交响乐》第二乐章，德彪西：
《夜曲》，格罗夫：《大峡谷》组曲、“日出”，马勒：《第四交响乐》。让你的想
象力自由和充分地发挥，并体会这种自己最喜爱的自然景色，体会自己心中各种最美
好的感觉。（三）《溪水》选用背景音乐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三乐章，斯美塔
那：《伏尔塔瓦河》，雷斯皮基：《罗马的松树》第二乐章，无论是去小溪的发源
地，还是小溪的最终归宿大海，仔细地体验和品味你沿途中所出现的任何情感体验。
（四）《大海》选用背景音乐德彪西：《大海》第一部分，艾尔加：《谜语变奏曲》
第八节九段。雷斯皮基：《罗马的松树》“阿比亚街之松”，阵阵的海风带走了你身
上所有的疲劳和心中烦恼，此刻你的心情无比的开阔。用你的全部的身心去体验着大
自然的所息，感受这大自然的力量。通过这些练习的体会、感悟，增强了大学生对
《音乐治疗学》的极大兴趣，也从中体会到了音乐的妙用，尤其在“非典”时期，搞
了几次讲座，效果非常好，缓解了同学们的紧张心情，在背景音乐的氛围中，心理得
到了放松，以饱满、积极的态度迎接紧张的学习。 
通过1年多的尝试，我们感觉到有这么几点体会： 
 
其一，音乐治疗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有它自身存在的实用价值，尤其对医学院
校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受益匪浅。要在音乐欣赏课基础上，逐步对学生进行音乐治疗教
育，早开花、早结果。 
 
其二，培养大学生人格的完善。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首先的一
个问题就是要学会与人相处。音乐治疗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安全愉快的人际交往环
境，让他们逐渐恢复和保持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 
 
其三，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这就会使他们的
精神压力不断增大，不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力、自我调节能力，非常容易导致内心失
去平衡而产生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音乐是一门善于表现情感的艺术，由于人类
的听觉在诸感觉系统最为敏锐。因此，音乐具有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情感引发作
用。也可以说，音乐对人的心理能产生一种比其它艺术感强烈，更深刻的感染力和影
响力（影响人的情绪、情感和行为）。特别是对人的情绪其影响更为明显。而人的情
绪活动，对人的身心健康又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音乐治疗就是运用音乐这一
“以美感人，以情动人”的特殊性，让人们通过接触音乐后产生一系列心理、生理的
变化而达到治疗目的，不断增强大学生面对挫折、不顺心情的承受力，朝着健康的心
理方向发展。 
 
音乐，不仅能够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生活，让人们享受幸福，启动智慧，催人
奋进而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对人类的健康，对社会科技进步，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很
大影响。同时，对人的养生、保健，对一定范围内的疾病有积极的治疗和康复的功
效，在二十一世纪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音乐治疗学本身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
地造福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