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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什么? 它又为什么会对学习很重要呢? 音乐充满了我们的生活: 不
论是你在网络上分享的音乐, 还是商店、餐厅里播放的歌曲, 音乐无处不
在。听音乐给大脑带来了多种感官的 “锻炼”, 不仅可以增强记忆, 而且
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 甚至可能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在本文中, 我们探
讨了如何通过音乐训练来强化大脑的各种功能, 包括听觉、视觉、运动体
感、社会意识等。你不必成为莫扎特也能从音乐欣赏中获得对大脑的好
处, 因为音乐随处可得, 不仅仅来自于歌曲。任何你不用语言进行交流的
时候 (指你说话的方式而不是你所说的内容), 你便沉浸在音乐之声中。在
文中, 我们也探讨了关于音乐与学习的研究, 帮助我们理解音乐为何能够
促进大脑发育, 以及音乐如何成为学生课堂内外不可分割的部分。

感受音乐旋律

音乐是什么? 它又为什么会对学习很重要呢? 尽管全世界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都热衷于创作可以被称作“音乐”的东西, 但很少有人会为这

些“音乐”起名, 或将其与其他活动区分开, 比如舞蹈和讲故事 [1]。

正因如此, 我们只能笼统地将音乐定义为一种用声音交流的方式。然而,

与语言不同的是, 音乐一般被认为是不具有语义的, 这就意味着没有语

语义

(Semantic)

与语言或逻辑中的意义
有关。

言能够去解释音乐。试想, 只用旋律和节奏去表达一些相对简单的事情,

旋律

(Melody)

一连串具有和声因素的
音程结构而成的乐音形
式。

节奏

(Rhythm)

一种强烈的、有规律的、
重复的声音模式。

kids.frontiersin.org 1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0.00081-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0.00081-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0.00081-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articles/10.3389/frym.2020.00081-zh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


Musacchia 和 Khalil 音乐和学习

例如“你左脚的鞋带没系好”, 那会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儿；同时, 音

乐可以传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刻情感。音乐除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之

外, 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音乐性, 可以理解为有音乐天音乐性

(Musicality)

音乐天赋及对音乐的敏
感性。

赋或对音乐敏感。想象一下用多种不同的声调说“呵呵”, 每一种方式

都传达了不同的意味, 这就是音乐性。这一属性并不是指音乐表演, 而

是交流中带有一种音乐的感觉。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小提琴家, 但

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树一帜的交流方式。

最初, 一些科学家认为, 仅通过听音乐大脑就可以受益。有研究表

明, 当人们在听莫扎特的古典音乐时, 他们在智商测试中的得分有所提智商测试

(IQ test)

测量智力水平的测试。

高 [2]。这使人们相信听音乐能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 但这一结论显然

过于简单化且过分夸大了结果。后续的研究表明, 事实上听音乐不会使

你变得更聪明, 而是通过减轻你的压力使你享受其中, 最终带来你的专

注度提升与成绩改善的正向结果。虽然在家里或在教室里听音乐并不会

自动地提高你的成绩, 但是这可以帮助你专注于一个新任务, 或是在

需要提高注意力或减轻压力的情况下发挥积极作用。此外, 亲自演奏乐

器与只听音乐也会带来不同的, 或者说是更好的效果, 好比亲身参与

体育运动对比单纯地观看体育赛事, 唯有前者能使你强身健体, 二者

是同一个道理。因此, 要想通过音乐来提高专注力, 不妨试试学一门乐

器。

音乐促进大脑发展

就像你练肌肉一样, 你的大脑获得的锻炼越多就会变得更强大, 基

于我们的经历改变大脑的过程叫做神经可塑性。大脑就像塑料一样, 很神经可塑性

(Neural plasticity)

神经系统对经验或剥夺
的反应进行自我纠正的
能力。

容易被塑形。科学家用特殊的脑成像技术来测量神经可塑性, 例如磁共

振成像 (MRI) 或脑电图 (EEG)。这些技术能够帮助科学家找出音乐到底

如何改变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对死亡者大脑的研究表明, 负责听觉、

视觉以及运动感觉的脑区在音乐家的大脑中展现出不同 [3]。这些脑区

的专门化, 不仅体现在不同脑区的大小不一, 还包括每个脑区展现了不

同的功能。科学事实告诉我们, 音乐绝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在我们

一生的学习成长中, 音乐更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以下是当我们在演奏

乐器时, 大脑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 (综述文章详见 Zatorre[4]):

听觉: 经过音乐训练之后, 听觉系统在处理声音时会更敏感, 人们

可以察觉到较小的频率差异 (即每一秒的声波数量), 使语言和音乐都更

容易被听到 [5]。

运动: 控制与乐器演奏相关的肌肉和身体 (如手指、嘴部等) 的脑

区变大了, 意味着大脑中更多的神经元专门集中负责这些脑区控制的肌

肉运动。

阅读: 研究表示, 阅读分数的高低与乐感的高低呈相关关系, 这一

现象表明我们转化语音文字的能力与辨音的能力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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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意识: 共同演奏音乐能够提高社会情感意识, 指能够识别、

管理和建设性地表达情绪的能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年龄很小的孩子

更乐意和一起玩音乐的人展开互动。

音乐创造联结

除了你所听到的声音, 音乐究竟是如何改变大脑的呢? 音乐之所以

能够影响大脑, 原因在于听觉系统与其他感觉区域紧密相连 [6](见图

1)。回想一下你的学生时代, 你可能还会记得你曾经唱过的歌；大部分

人在试图回忆某个字母的位置时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字母歌: 请回答, 在

“M”后的第四个字母是什么? 当在你寻找答案的时候, 你的脑海中一定

响起了字母歌的旋律! 带有重复性的旋律和节奏特色的歌曲, 能够帮助

我们记住清单、故事等, 甚至是整个事件过程。

图 1

图 1

大脑的其他感觉区为听
觉系统 (蓝色区域) 提供
输入。多感觉区域，例
如前额叶皮层 (认知)、运
动皮层 (运动) 和复杂的
听觉皮层 (灰色)，还有带
有颜色的小方框，显示
相互作用的感觉。听觉
和视觉区域之间的强连
接被认为是“双向高速
公路”，因为感官信息在
大脑区域之间双向共享
(橙色虚线)。同样，体感
(触摸) 区域以绿色显示，
也是共享信息的双向连
接。改编自 Musacchia
和 Schoreder [6]。

图 1 显示了大脑中听觉系统所在的主要区域以及其他感觉和知觉区

域之间的联结模式。当我们学习乐器的时候, 我们的各项感官在展开积

极地互动, 包括视觉、触觉、听觉、平衡、运动以及体感 (身体意识)。

在这一过程中, 有两件事让音乐变得相当独特: 其一, 当你演奏乐器时,

你身上的所有感官都被唤醒了, 比如, 你触摸到了手中的乐器, 听到弹

奏的声音, 看到乐谱上的音符, 每一种不同类型的感觉信息到达你大脑

的时间不同, 因而你的大脑必须努力同步所有信息；其二, 在弹奏时,

一切都在不同的速度和时间尺度下发生, 大脑必须协调一致, 例如, 吉

他手必须知道自己在一个节拍、一段节奏、一段旋律、一首歌或是一场

音乐会中的位置, 需要将获得的信息安排精准到位。虽然我们对于大脑

如何跟踪处理这一切发生的机制并不清楚, 但大脑中很有可能存有处理

不同的时间尺度 (或速度) 的计时机制 (类似于“时钟”)。我们的部分

研究正是基于上述的观点: 这些大脑时钟之间的同步化可以帮助我们分

析诸如语言这类不同的声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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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相伴一生

音乐也是我们表达个性的一种方式: 我们演奏的乐器、所听的音乐

都仿佛是在向世界、同龄人、我们的父母和朋友展示“我们是谁”。在

那些没有文字的文化中, 歌手们往往在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为他

们能够记住重要的事情, 比如记录历史和家庭关系等。尽管音乐与个性

的表达通常是积极的, 但曾几何时, 人们也意识到音乐具有威胁性, 有

时候人们甚至觉得音乐会招致危险 [7], 例如,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说唱音乐艺术家因为当局认定其表演充满敌意与不敬而被逮捕。

也许你认为唱歌或弹奏乐器是一种只会在特定的时间里做的特殊活

动, 你一定会注意到音乐与音符充满了我们的生活。不管音乐来自扬声

器还是现场演奏, 我们几乎可以在一切公共场合听到音乐, 音乐无处不

在, 它对人类的影响无疑会伴随每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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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叫 Shivani, 是一名来自圣何塞的高中生运动员。在课堂上, 我喜欢学习数学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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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志愿服务, 与朋友共度时光, 发现新的音乐。

作者

...

GABRIELLA MUSACCHIA
Gabriella Musacchia 是太平洋大学听力学系的助理教授, 也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学者。

她向致力于成为耳科医生的学生教授听觉生理与感知课程。她的研究重点是使用脑电

图成像方法了解大脑如何处理语音和音乐。*gmusacchia@pacific.edu

...

ALEXANDER KHALIL
Alexander Khalil 是爱尔兰科克大学的民族音乐学讲师, 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神

经计算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研究重点是人们如何体验时间, 尤其是在与音乐和音乐节

奏相关的领域。他专门研究拜占庭圣歌, 中国传统音乐和巴厘岛加麦兰。他还喜欢表演

和创作自己的音乐作品, 以及制作乐器。

kids.frontiersin.org 5

https://loop.frontiersin.org/people/695855/overview
https://doi.org/10.3389/frym.2020.0008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mailto:gmusacchia@pacific.edu
https://kids.frontiersin.org/zh

	音乐与学习:听音乐会使你变得更聪明吗?
	感受音乐旋律
	音乐促进大脑发展
	音乐创造联结
	音乐相伴一生
	致谢
	参考文献
	少年审稿人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