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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系列讲座跟踪报道——贾达群《应用音乐在高校建设中的地位及前景》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音乐学院

研究生部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上海现代音乐学会会员、上海新室内乐团行政总监的贾达群作为本次讲座的主

讲人主要阐述了国际音乐世界中，对音乐“学院”、音乐“大学”含义的理解。 

    

    具体观点如下： 

 

1.音乐“大学”是一个综合类的音乐大学，包含了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作曲等；而音乐“学院”则是一个以音乐表演为主的专业类院

校。 

 

2.在国际音乐界中，对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以及应用性实践人才的学术性体现在创作作品的创新，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仅仅从感性的“感

觉”出发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该领域的高度体现在技术性、条理性、策略性、作品高度、思想性等多层次基础上。包括被大众误解最多的

“流行音乐”也不仅仅是“感觉流”的产物，而是集聚着深刻含义的智慧结晶。 

 

3.表演艺术的最“高度体现”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 

 

4.中西方数字媒体人才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各种软硬件基础上。具体包括了由于历史、地域差别而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教育基础及文

化基础等。仅仅从狭义的出发点认识“设备”是现金的一大误区。 

 

5.艺术作品的创新是大量生活经验、专业经验的积累，仅偏重于个人的主观感觉是造成“误入歧途”的导火索，如何避免这个问题是值得我

们每个人深思熟虑的课题。相信无论是老师、学生、业余音乐爱好者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有着各自探索性、发散性的答案。 

 

    最后，主讲人贾达群将本次讲座总结为如下观点——已具备以上各种资源的各大音乐学院所急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高效科学地整合这些

资源，而花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再次推翻与创设新的标准则是画蛇添足。相信，在正确观点的引导下，我们理想中的“音乐”教育产业将

会很快出现!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收藏此文】【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