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西方音乐史读后感格式 西方音乐
史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西方音乐史读后感格式篇一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音乐，我想起来的不是枝繁叶茂，
藏匿山林的古刹，而是十八相送的梁山泊与祝英台。每走一
处，仿佛会有一潭清水映照着那一对痴男怨女，他们不知疲
倦的相送，九曲十八弯，或许音乐过于缠绵，每一个音符代
表着的不只是微风后的细雨，花枝下的曳舞，夕阳下的蝴蝶，
更深层次的是那份生死不离的情意。

也许我妄自菲薄，那只是人的一个幻觉，人们喟叹你为诗痴，
诗歌疯子，并非只是言简意赅，那明明是行迹天崖的僧侣，
饮一钵清水，行与江南江北，穿梭与古木丛林，就算是踏入
人间，也只是微然一笑，本洁还来，本洁还去，纵然是桃花
满天，我自岿然不动。

西方音乐史读后感格式篇二

西方音乐史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伴随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西方音乐也在不断的法杖变化着，当人
们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历史性文化现象时，总会让我们
产生许多思索。我国许多音乐学家投入到这一文化的探索和
研究，其结果造就了一篇篇、一部部的音乐史巨著。



本书共分十六章，一至四章分别论述了古代和中世纪音乐的
主要现象，包括古希腊和罗马的音乐;中世纪宗教与世俗音
乐;复调的诞生和发展，以及14世纪"新艺术"蓬勃兴起。五至
七章，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论述了勃艮弟乐派、弗兰德乐
派、以及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各种音乐。

八至十章，涉及巴罗克时期，重点在于歌剧的诞生和早期发
展、器乐的状况和晚期巴罗克的两位音乐巨人----巴赫与亨
德尔。十一至十二章，论述了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首先对
古典前期有所论述，然后分别讨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大
师，特别是贝多芬给予了较多的篇幅。十三至十六章，对19
世纪浪漫主义音乐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讨论，不仅涉及了众多
的音乐大师，也对重要的音乐体裁的发展线索进行了梳理。
勿需质疑，这本音乐史概述全面而详细。

回顾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知道它是由资料收集和
故事记录开始的。从对西方音乐史的相关资料我知道，许多
音乐史都史以故事的形式记载音乐起源、发展以及伟大的作
曲家。萌芽状态的音乐史学最早在德国出现初形，到18世纪
时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史学。

19世纪音乐史研究进入成熟时期，这时期中世纪的音乐成为
研究的重点，作曲家的传记也更加完善。20世纪后音乐史开
始有了独立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多样性都是20世
纪的音乐史的特点。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有
了新的进展，史料规模空前庞大，音乐史和相关学科有了更
多的交流与融合。 这就是音乐史的一个发展过程。当我们现
在来回顾西方音乐史学时，明显可以感受到这项工程的浩大
和艰难。

整本书注重风格研究这一音乐发展中的重要因素，把音乐风
格演变作为音乐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过程，描述西方从古代文
明到20世纪这一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音乐现象，把
风格作为重要话题。诵读这本书，对于理解不同时期的风格



及演变，乃至更多地去理解西方音乐，有很大的帮助。

作者已阐述了自己编史的目的是为了力求在阐明作品意味前
提下，概要的勾画出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作者在描述西方音
乐的同时，也告诉大家一定要重视音乐作品风格在音乐历史
发展这一历程的重要作用。

看西方音乐史必须从音乐的起源看起，而音乐史至今也是一
个扑朔迷离的问题，早期音乐史料少，且不能提供一个有效
的研究基础，只能凭极少量的记载，辅以一些雕刻、建筑来
追溯古代音乐，当然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西方音乐经过多
年的研究，书中把它划分为七个时期：古代时期、中世纪时
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
20世纪现代时期。

这样划分，对于把握每一时期的音乐家和音乐家作品，有很
大的帮助。 书中对浪漫主义时期音乐进行深入的描述。浪漫
主义对于对音乐史来说是一个崭新的时期，它伴着政治、社
会的巨大动荡而产生发展。浪漫主义音乐的一个重要特征既
发掘民间艺术。

许多国家的作曲家对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民间音乐产生强烈的
兴趣，把丰富的民间音乐作为写作素材。但各路学者对浪漫
主义音乐史的研究说法不一。因此此问题尚存争议。 在书中，
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西方音乐也随
之进入20世纪的大潮中。

20世纪对科学技术对创作工具、音乐表现手段、传播方式等
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音乐发展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20世
纪音乐对古典音乐的一种反叛。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形
态，把20世纪音乐作为一种腐朽没落的现象来看待。这种思
潮也不可避免地反应到专业音乐界中。把20世纪音乐作为一
个专门的章节来阐述，这代表了我国对西方音乐观念的一种
进步，从不接受到接受的一个过程，是渐渐以一种正确的观



念来看待20世纪的结果。

西方音乐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的美决定了它
的价值之所在，这种价值是可以使全人类接受的。当然也可
以为中国人接受，因此西方音乐史研究必将在中国长期开展
下去。也对我们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读后感范文汇总

读后感大全汇总

中外名著读后感汇总

四大名著读后感汇总

西方音乐史读后感格式篇三

从大三下学期和大四上学期，虽然只有短短的5个月学习西方
音乐史，但是我受益非浅。在还没有上西方音乐史之前，就
听大四的学姐和学长们说，西方音乐史这门课，不但知识丰
富有意思，更主要的是上西方音乐史的老师知识渊博，上课
生动。但是“口说无凭”，我带着疑问来上第一节音乐课，
结果真的是名副其实。

杨老师在科隆大学读完博士回来，上他的课斯毫不觉得课的
乏味，因为他能为每一阶段或者每个人物讲出一个故事来。
西方音乐史读后感。正因为杨老师讲课入胜，治好了我上课
打盹的问题，以致能让我更认真地听讲。这一年时间里，我
学到了很多我前所未知的知识，更充识了我对西方音乐的认
识。接下来我就讲讲在这门课上我到底学到了些什么知识。

在这些时间里，我主要学习了西方音乐的6个时期的知识:古
希腊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
主义时期以及浪漫主义时期。这6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会本



时期独特的特点。

古希腊时期主要讲的是古希腊音乐和古罗马音乐。古希腊音
乐中汲及到音乐形式、音乐思想家、音列体系的产生和主要
的器乐，而古罗马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音乐，但是也具有自
己的特点。西方音乐史读后感。

中世纪时期音乐主要学到了发展初期的天主教音乐，格里高
利圣咏的形成、功能和特征，还了解到了五线谱的发展过程
以及产生的时间。世俗音乐的发展和主要的器乐。在没上西
方音乐史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五线谱是怎么样产生了的？也
不知道五线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对于一个学音乐的来说
无疑是一个失败和耻辱，直到学习了西方音乐史我才知道五
线谱的产生时间和发展。

五线谱的前身是生产于8世纪的纽姆谱，大约在10世纪，音乐
理论侬、作曲家、僧侣圭多发明了四线谱。记谱法发展到13
世纪时，德国音乐理论家弗兰克创作了有量记谱法，到15世
纪时，线谱才渐渐定型为五线谱，由引产生了五线谱并一直
延续至今，可见，五线谱的历史也算悠久。

文艺复兴时期我学到了和种音乐乐派，每一乐派都有自己独
特的特点和标志，了解到了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音乐发
展到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多种声乐体裁，并学习到了这一时
期的乐器和器乐的发展。

巴洛克时期我学习到了这一时期歌剧的起源和发展，并产生
了大型声乐套曲以及由此产生的各轩具有代表性音乐家，像
歌剧之国的意大利，法国、德国，也见识到了器乐的发展。

古曲主义时期对于我来说是最熟悉的，因为在学习钢琴弹奏
时，我多数是接触这一时期的钢琴作品，学习了西方音乐史
后，让我更加了解了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这一时期除了产
生了伟大的古典乐派三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外，歌剧和



器乐随着三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产生了一种新器乐体
形——奏鸣曲。

浪漫主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是这一时期的标题音乐，由产生
到完整并拓展让我更了解到了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并不是一味
地套取古典时期，而最重要的是吸收其精华部分并有自己的
新创作，标题音乐就是一个新创作，并且把交响曲摆脱了由
原来的四乐章结构，创作出了五乐章交响曲，这并没有使音
乐繁琐，而是使音乐更加地完整和生动，加上标题音乐，更
能使音乐欣赏者们了解作曲家作曲的心境和音乐所表达的内
容，让音乐更加容易融入欣赏者的思想和总识。

但是这六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每一个时期里都
有器乐和乐器的发展，第一台的古希腊管风琴，1709年制造
的第一架钢琴一直到浪漫无边际主义时期的器乐，是一个质
的变化也是一种飞跃，所以随着乐器和器乐的发展，各种音
乐也随之发展起来了，像一条导火线，贯穿着西方音乐发展
的始终。

所以在这一年里所学到了西方音乐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上
学期期末考时，要求我们闭卷考，这就迫使我们去背西方音
乐的内容。刚开始时我也觉得很痛苦，因为这内容实在太多
了，而且要在5天之内都在记住，实在太困难了。但是后来我
发觉给我带来了具大的好处。

经过几天气复习和背诵，我记住了很多内容，比如贝多芬、
海顿、勃拉姆斯等音乐家的生平与故事，并运用到了大四实
习的三个月时间里，能使我把教学过程和内容变得更生动，
能吸引学生生的注意力，也让我对西方音乐有了更深地了解，
并能为以后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西方音乐史读后感格式篇四

对于《西方音乐史》是从大三下学期开始学习，由于大学期



间的学习态度比较消极，导致5个月《西方音乐史》的学习，
几乎有没有什么收获。由于当下浓厚的阅读氛围使我重新拾起
《西方音乐史》。

《西方音乐史》主要是6个时期的知识：古希腊时期、中世纪
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以及浪漫
主义时期。这6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会本时期独特的特点。

古希腊时期主要讲的是古希腊音乐和古罗马音乐。古希腊音
乐中汲及到音乐形式、音乐思想家、音体系的产生和主要的
器乐，而古罗马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音乐，但是也具有自己
的特点。

中世纪时期音乐（黑暗时代）主要学到了发展初期的天主教
音乐，宗教长期抹杀人性，神权统制一切。单声部音乐——
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功能和特征。多声部复调音
乐——“横向变化”（1。奥尔加农。2。迪斯康特3。克劳拉
苏4。经文歌）。五线谱的发展过程以及产生的时间。世俗音
乐的发展和主要的器乐。在没有阅读《西方音乐史》之前，
不了解五线谱是怎么样产生了的？也不知道五线谱是什么时
候产生的？这对于一位音乐老师的来来说是不称职的，直到
学习了中世纪时期的音乐才知道五线谱的产生时间和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有不同的乐派，每一乐派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和标志，掌握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世俗音乐发展到文艺复兴时
期产生了多种声乐体裁，并学习到了这一时期的乐器和器乐
的发展。

巴洛克时期我学习到了这一时期歌剧的起源和发展，并产生
了大型声乐套曲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具有代表性音乐家，像
歌剧之国的意大利，法国、德国，也见识到了器乐的发展。

古曲主义时期对于我来说是最熟悉的，因为在刚开始学习钢
琴时，大多数接触这一时期的钢琴作品，通过学习《西方音



乐史》后，更深的掌握这一时期的音乐发展。这一时期除了
产生了伟大的古典乐派“三杰”：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外，
歌剧和器乐随着“三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更产生了一
种新器乐体形——“奏鸣曲”。

浪漫主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是这一时期的标题音乐，由产生
到完整并拓展，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并不是一味地套取古典时
期，而最重要的是吸收其精华部分并有自己的新创作，标题
音乐就是一个新创作，并且把交响曲摆脱了由原来的四乐章
结构，创作出了五乐章交响曲，这并没有使音乐繁琐，而是
使音乐更加地完整和生动，加上标题音乐，更能使音乐欣赏
者们了解作曲家作曲的心境和音乐所表达的内容，让音乐更
加容易融入欣赏者的思想和总识。

其实，六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每一个时期里都
有器乐和乐器的发展，是一个质的变化也是一种飞跃，所以
随着乐器和器乐的发展，各种音乐也随之发展起来了，像一
条导火线，贯穿着西方音乐发展的始终。在学习《西方音乐
史》一年后。给我带来了具大的好处。能使我把教学过程和
内容变得更生动，能吸引学生生的注意力，也让我对西方音
乐有了更深地了解，并能为以后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
识。在书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西方音乐也随之进入20世纪的大潮中。20世纪对科学技术对
创作工具、音乐表现手段、传播方式等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
音乐发展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20世纪音乐对古典音乐的一
种反叛。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形态，把20世纪音乐作为
一种腐朽没落的现象来看待。这种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反应到
专业音乐界中。把20世纪音乐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来阐述，
这代表了我国对西方音乐观念的一种进步，从不接受到接受
的一个过程，是渐渐以一种正确的观念来看待20世纪的结果。

西方音乐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的美决定了它
的价值之所在，这种价值是可以使全人类接受的。当然也可
以为中国人接受，因此西方音乐史研究必将在中国长期开展



下去。也对我们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方音乐史读后感格式篇五

《音乐之声》是一本易看、易懂又十分激励人的书。它就像
有魔力似的，让你会情不自禁的看了又看。

书中讲的是一位普通的修女玛丽亚，从进入海军上校的家帮
他照顾家庭，到渐渐成为他的妻子和七个孩子的母亲，再到
经历了许多波折，有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故事。

每当合上这本书，我都会在脑海里瞎想：玛丽亚，她究竟是
一个怎样的人呢？竟能一下子接受做七个孩子的母亲！竟能
经历波折而并不放弃！后来，我再回头想，是啊！生活中有
很多这样的人，如海伦·凯勒。她虽然双目失明，双耳失聪，
但她仍不放弃，努力学习。在沙利文老师的指导下，最终考
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她这一生先后完成了14部
著作，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美国十大偶
像”之一。还有音乐家阿炳，他虽然双目失明，但他依旧热
爱音乐。8岁便随父在雷尊殿当小道士。12岁已能演奏多种乐
器。18岁时被无锡道教音乐界誉为演奏能手。一生共创作和
演出了270多首民间乐曲。他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啊！

比起他们我就自愧不如了。当时，我在练习舞蹈老师教的新
舞时，跳到一半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手臂和腿都十分酸痛，
豆大的汗珠已从我的额头流了下来。由于这个舞比较难，而
且在课堂上也没几个人会，我就在想，要不要放弃？后来，
我还是没有坚持下来。第二天舞蹈课时，我发现三分之二的
人都会了，我后悔了，可人生没有后悔药吃。从此，我坚持
刻苦练舞，再也不敢半途而废了，终于成为了舞蹈队的佼佼
者。

玛丽亚，她是个坚持不懈、不怕困难，勇敢突破自我的人，
她是新时代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