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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开发心智的少儿古筝教育

封 敏

内容摘要：理解终身教育理念下的教育观的内涵是教育工作者的必修课。如
何真正“走近孩子、走进童心”？需要我们对孩子进行更多的“开发心智 快乐学
习”的探索，为孩子提供兴趣的平台、展示的平台，重视其一闪即逝的需求，抓
住每一个发展契机、每一个学习良机、每一个教育时机，使我们的孩子开心地接
受艺术熏陶，成为器乐学习中的快乐儿。
关键词：开发心智；快乐学习；开放的关注

古筝，这一古雅的民族乐器，因有着天籁般的音色，容易上手，而深受人们

的青睐。在古筝之乡扬州，上至七旬老人下至几岁孩童，都加入到了学筝行列。

本人作为少年宫的一名古筝教师，从事少儿古筝教学多年来，日渐认识到“快乐

学习”在该领域教学中的重要性，也逐步感受到在现代教育理念的启发下，作为

为人师者所必须的那份“开放的关注”亦越来越在少儿古筝的教学中发挥着独特

的作用。它所带来的是孩子们在愉快学筝的过程中积累起来那份自信和自立。

众所周知，孩子学筝多半缘自于家长所选，家长为孩子选择这门艺术，绝大

多数并没有征求孩子的意见，一腔热情的是家长而非孩子，被逼无奈的是孩子而

非家长；学筝兴趣从新鲜到淡漠到无趣，是许多初学古筝少儿的苦恼，学筝兴趣

从热情到高涨到难以突破，是许多少儿多年学筝后的瓶颈。在少年宫学筝的这个

群体几乎占据了扬州城学筝行列的一半，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在常规教授筝艺的

同时，还不断在面对新生时代的少儿学筝的过程中，融合着现代教育教学理念，

去思考：在成人预设的世界里，孩子们学得是否愉悦？表现得是否自我？表演得

是否精彩？于是我越来越多地尝试如何更好地开发孩子的心智、给予其“开放的

关注”，让他们快乐地学习！

一、以开放的眼界研读孩子， 考量其心智所需

审视当前教育所面临的挑战——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学生，让其为明天服

务，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命题！作为艺术教育工作者，我也在思考：面对“终身教

育思想”，该如何理解终身教育理念下教育观的内涵呢？面对霍华德·加德纳教

授在多彩光谱方案中所强调的“孩子们是一根等待被点燃的蜡烛，而不是一个等

待被装满的容器”这一理念，我该如何诠释？所以，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已经不

再单单是要关注“学会了这首曲子了，还要关注“这样的教学方法孩子能接受吗？

对孩子们的成长有益处吗？在这样的前提下，还需要考量“孩子们会什么？不会

什么？”“学这首曲子带给孩子的是怎样的艺术熏陶？进而再关注：孩子在学习

过程中为之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们是因此而变得越来越爱学习还是厌学？

是越发有了自主学习能力，还是越发依赖老师、懒于思索体会？是在获得技能的

同时体验到自信了，还是变得自卑了？孩子在古筝表演中是融入自己的体会激情

演绎？还是机械地“依葫芦画瓢”？所有这些都将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重要标准，

如果答案是后者的话，那可以说：无论我们费尽心思教了什么、教了多少，都是

失败的，因为我们所失去的远远比得到的多得多。

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孩子，激发其心智所需

在古筝教学的课堂上，我始终将“快乐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是

给初学者上的第一课，还是每首新曲子的第一课，我都在反复欣赏上做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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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让孩子们看我示范弹奏，有时请程度深的高阶段学生表演弹奏，有时还借助

现代教学设备让孩子欣赏与乐曲相匹配的音像资料，体验其中的美、其中的韵律、

其中的表现力。这种探究性教学活动，使得我有了更多贴近孩子们心灵的机会，

有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去了解她们。例如：每当孩子闭目聆听乐曲时，孩子们就

充分地发挥想象，把自己置身于宽广的草原、悠闲的水乡、丰收的喜庆中……又

如：枯燥的新指法，在孩子们的创意中则戏称为了“小马奔跑”“弦上芭蕾”“小

河流水”……面对孩子们如此富有创造性的言行，您能不被感动吗？ 孩子们多

感官、多角度进行观察和体验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敏锐的观察力让我惊叹不已，

更可贵的是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精神主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百种语言”。作为教师，我们应

以解放的思想和开放的心态接纳孩子，尊重、欣赏、信任孩子的每一个发现，每

一句表述，鼓励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以开放的姿态扶持孩子，创意其心智所需

1、角色定位的变换

教育观念的改变势必带动教育行为的变革。回顾以往的教学，教师扮演的主

导角色多数是在控制场面、照老规矩上课、按预定进度上课等方面，孩子们只能

乖乖地被动学习，剥夺了他们真正主动学习的机会。在新的教育理念下，我们是

否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教师的角色定位，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不以“百科全书”的

姿态出现，摒弃权威一般的角色，以“支持者、促进者、合作者”的身份与孩子

们平等相处，引导孩子们进行探究活动，并尝试赏识“孩子的逻辑”，站在他们

的角度去理解其思维与行动，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心态去解读孩子。

例如：针对《雪山春晓》独特的旋律意境，我在引领孩子欣赏第一乐段时，

采取了边看西藏风光片的视频，边有感情地试唱乐谱的教学方式，既拓宽了孩子

们对音乐文化的视野，也促使了孩子们在视觉听觉的双向体验中感受音乐美。当

孩子们在了解了这段音乐所表现的特定场景的基础上，再结合音乐理论知识和古

筝弹奏技法的要求学习时，我欣喜地看到了孩子们相互研究如何将心理感受弹奏

表现出来的讨论场景。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收获的是探讨的兴奋，而我收获的

则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的体现”。一位法国哲人说过：“兴趣、激情、创

造是最大的快乐，被剥夺了人生最大快乐难道不是孩子最大的不幸吗？”试想：

在无法追求快乐的活动中，孩子又如何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呢？由此我开始反思：

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少一点理性的思考、多一点丰富的可能性、更多的思考想象

的空间呢？是否可以将艺术化的思维、诗性化的逻辑、游戏化的探究、对话式的

交往以及人性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教育的新的价值追求呢？

2、情商智商的相融

现代教育所凸显的是“高情商牵动高智商”的教育，我们要营造的是一种没

有呵斥、没有强迫，让孩子们轻松快乐地发挥个性的氛围，在调动兴趣的前提下，

快乐地回应、师生间产生互动，而不是把孩子们当作火腿肠经过工艺流程直接灌

输，我们要让孩子们开心地接受新的旋律新的指法，也期盼孩子们在快乐中反复

练习，更希望孩子们在演奏曲子时拥有属于自己的领悟和表现力。

以前在执教过程中，我经常会听到陪课家长的小声呵斥、看到情急家长的动

手煽掌，如此“恨铁不成钢”可以理解，但却是万万不能赞同的。试想：也许原

本有点兴趣的孩子，或许就被这样的一声呵斥吓傻了，手足无措了；也许原本就

被赶鸭子上架失去兴趣的孩子，或许就此产生的将是叛逆情绪了。如此一来，何

谈继续学习呢？因此，做我的学生家长，通常会在开班的第一节课被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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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来个约法三章：其一，尽量家长不陪同上课；其二，如需陪同，请保持缄

默，不得急躁发怒；其三，请用赏识教育的言语鼓励孩子……

如此约定，瞠目结舌的是家长，而暗自庆幸的则是孩子们。从一张张抿着嘴

偷笑不已的小脸中，从孩子们窃窃私语的小骚动中，我知道：这样的第一课已经

让我走近了孩子们，已经成为了她们眼中“另类”的老师了，而兴趣二字此刻则

吊足了孩子们的胃口……这样的开头，让我信心十足地开始了新的执教。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在接下来的过程教学中，我则不断尝试着把“兴趣

激发”和“角色转换”进行着糅合。无论是我作为教师的个人角色转换或是孩子

们在课堂练习中的角色转换，都让我们尝到了甜头——教授新指法时，我是权威

专家，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手指弹奏的角度深浅、用力的关系，以及音色的控制

等一一娓娓道来，旨在教给孩子们正确的规范的第一印象。纠正错误弹法时，我

是超级模仿秀，将孩子错误的指法悄然无声地夸大化地呈现在她们面前，既能引

发她们的哄笑，更是旨在让她们自行发现错误所在，从而强化记忆住正确的指法。

学生们动手练习时，她们或是做独奏演员、或是做群众演员、或是做监考老师，

无论何种角色都让她们报以极大的兴趣和认真的态度面对、演绎得淋漓尽致着。

看着孩子们的投入，我想说：我们的一次次人物角色的转换是值得的，虽说有的

并不是好角色，但是只要能满足孩子的某种欲望，再多的“角色”对孩子们来说

都是创新，况且那时的他们是快乐的、积极的，这就足够了。

3、兴趣阶梯的搭建

兴趣是个心理倾向，兴趣的形成往往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任何人不可能天生

对某活动有兴趣，也不可能一接触某活动就产生情趣。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搭建“阶

梯”，让学生的兴趣逐步升级，从而增强信心，形成学习动力。在《浏阳河》的

教学过程中，我采用跳跃式教学的方式，切割整首曲子，来了个“三部曲”——

第一步骤：教引子、第一段和尾声。因为指法比较简单，所有孩子都能掌握，几

经练习之后便能形成齐奏的势头，“造势”成功的第一步也是孩子们增强信心的

一步。第二步骤：教第二段的“双手”，鉴于难度较大，我采用了先由一组学生

练习右手乐曲旋律，另一组学生则练习左手伴奏旋律的方式，先行熟悉旋律，然

后再进行交换练习。在反复交换练习的过程中孩子们饶有兴趣地互换着角色，并

没有反复带来的枯燥感觉，很快便攻破了双手弹奏的难关。第三步骤：重点指导

“琶音”一段的练习。由于学生易出现弹奏不连贯且抢节奏的毛病，我反复提醒

她们不要急于求成，须由慢入手，通过多练巧练，才能掌握弹奏琶音的技巧。经

过一段时间练习后孩子们都能按要求弹奏了，且达到换弦熟练轻快，灵巧而无痕

迹，双手配合协调，筝声柔和明亮。从一张张充满自信的笑脸上，我见到了他们

都陶醉在成功的喜悦和美的享受之中，学习的成功更使孩子们对古筝的情趣愈发

显得浓厚。不少学生每次学完回家以后，迫不及待地演奏给父母和亲友听，俨然

登台演奏一般。兴趣就是这样在不断获得成功中，渐渐演变成孩子们对古筝学习

的情趣。

综上所述，在实践中，我的“关注”洞察的是孩子的内心需求，我的“开放”

折射的是师者走近孩子的佐证，我的“激发”挖掘的是孩子们主动学习的潜能……

这一切可以说是现代教育理念下的少儿古筝教学新的尝试，这样的尝试既 能让

孩子们轻装上阵了，也让我如释重负了，在探索如何“开发心智 快乐学习”的

过程中，我与孩子们都在探索着快乐的元素，都在用愉悦的情绪学习诠释着古筝

这一古老文化艺术的真谛。

古语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师者，不仅是成人也可以是孩子，孩子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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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会给我们以启迪、给我们以智慧。开放的关注必然会促使教学互动，教学相

长，从而使我们的少儿艺术教育天地变得更多元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