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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古筝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造成的原因

贺晓琴

近些年，学习古筝的孩子越来越多，参加业余古筝考级的考生数量也大幅的

上升，然而，在这繁荣的表象下面，却隐含着令人担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

学生学习的进度越来越快、而演奏水平却越来越低，经常遇到半年考四级、四年

考十级的学生，而这些考生中节奏、音准能说得过去的真的是屈指可数，我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我觉得，古筝专业的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单方面

原因造成的，这是多方人员一起推波助澜造成的。业余古筝学习中的发展方向是

极端不健康的，试想，一个乐器，当它没有音准、没有节奏的时候，还能不能称

之为乐器？而这种音乐是否还能在感官上给人以美的享受？

之所以出这种现状，首先是由于家长对考级认识不够及家长和老师存在潜在

的功利心理造成的。

小提琴家盛中国曾说过:“家长务必明确这样一个问题：让孩子学琴，主要

为的不是造就小提琴家，而是造就人。音乐对人的性情有极大的陶冶作用，会使

人成为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一个有格调和品位的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

拒绝暴力的人”。因此，从造就人的目的出发，家长对孩子学习音乐乃至绘画等

才艺，应该抱有一颗平常心，不必贪多求高, 音乐本来就是抽象的艺术,不是哪

一个标准就能够衡量的,整个社会把功利的恶习加在音乐和音乐教育当中是非常

不稳妥的。

许多家长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的孩子能不能过？”、“我的孩子几年

能过完十级？”，很少有人关心：“我的孩子弹的好不好？”、“我的孩子存在那些

问题？”。

对于考级，首先我们要明白国家设立乐器考级的目的：学生通过考级得到专家的

鉴定，可以知道自己学习及老师教学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改进等等，以逐步把孩

子培养成一名好的业余演奏者。所以考级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检验孩子的学习情

况。然而现在一些家长和老师的潜在功利心使教学方向出现误区，单纯追求学生

通过高级别考级，自觉和不自觉地拔高学生的程度，甚至有个别老师竟然在招生

宣传中直接写到“保证四年过十级”这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广告语，这种功利的

不良教学之风使学生不能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学习，学习难度跨度很大，学生长

年处在极困难又不见成效及毫无乐趣的练习状态中，因此，很多很有音乐天赋的

小孩却中途退学。要知道，当时业内专家设置十级的考级标准是按十年的学习进

度来设置的，可我们很多学生却在五六年甚至四年时间过完了十级，其弹奏质量

可想而知能有多好。我经常遇到拿了十级证书的学生确弹不好一首五六级的乐

曲，这就像一个大学生却不会五六年级的题一样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还有些孩

子很有天赋，却毁于这种拔苗助长的教学方式中，每次见到这样的孩子我心里特

别的难过。

其次，现在由于考级机构之间也存在利益之争，为了争取考生，考级通过标

准也越来越低，最近我竟然听说有考生在考级时一首两页的曲子竟然只弹了两三

行就算通过了，对于这种情况家长不知有何感想，在我看来不就是花钱买个证嘛，

这根本就是学员家长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而老师也能通过学员考级来证明自己

教学的成绩，又有谁认真考虑过音乐本身、考虑过孩子真正的感受？考级变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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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样子，这与学生家长、专业教师及考级机构有直接的关系。

在业余古筝教学中，往往还存在以下演奏中的具体问题

1、教学进度太快

跟许多老师交流，造成教学进度太快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各个教学机构

间相互竞争激烈，有些机构为了招生，就宣传一年过几级，或保证几年过十级（真

不知他们如何敢保证的，这背后深层的问题也令人深思）。其二、很多家长因为

对古筝演奏并不了解，因此往往会提出要初中前过完十级，迫于家长的压力，很

多老师怕学生流失，只好按家长的想法在教，而没有了自己的教学计划。对于以

上问题，我认为，一是对家长要进行沟通教育，让家长了解古筝基础教学的重要

性，二是把眼光放长远点，不要怕暂时的生源流失，也不要有这种不良的竞争，

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培养几个真正弹的好的学生，在演奏上做一个对比，我相

信家长是能看出来的。

2、基本技法不扎实或根本没能按要求完成

古筝的基本技法大约分为：弹奏类技法、按滑类技法、摇奏类技法、揉奏类

技法（这样分也不知是否合理）。

弹奏类技法中有单指弹奏如：勾、托、抹、打，还有不同时弹奏的组合指法

如：勾托、抹托、四点等，还有同时弹奏的组合指法如：小撮、大撮、柱式和弦

等，还有较复杂的组合指法如：分解和弦、琶音、花指等。这些弹奏技法在古筝

中无疑是最重要的了，而其中的单指弹奏技法又是最最最重要的了，如果一个单

指的弹奏不能有正确的手型、正确的角度、正确的触弦、正确的发力，其他的一

切弹奏体系都不可能建立。就如写字一样，连一横一竖都写不直，肯定写不好一

个字。而这一切又关乎古筝的歌喉—音色。经常听到学生因弹奏技法不规范，造

成弹奏中杂音很大，音色不好听，花指弹的吓人一跳等等。建议老师在教学中对

此类技法不要忽视，一定要在学生初级阶段把此类技法掌握好，不求弹的多好，

最基本要干净、清楚、准确。

按滑类技法也是古筝演奏中最重要的一类技法，同时也时最难掌握的一类技

法，这类技法掌握不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音不准。简单的说按滑类技法就是上下

滑音和按音（4、7等没有上下滑音的按弦），上下滑音最重要的几个指标是：音

准、节奏（起始音与终止音之间的节奏）、速度（滑动的速度）。速度这个指标因

为根据乐曲风格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滑动速度， 这里暂不细说。而音准与节奏

这两个指标，在滑奏里是两项有着严格标准的指标，上滑音的音准，通常就是说

要滑到前面那根相邻琴弦的音高，如 5滑到 6（其实严格的说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在实际演奏中要根据乐曲的旋律走向及风格有时到，有时不到。这就是赵曼琴老

师的大全音、小全音理论，注意：不是大二度、小二度，详情可参照赵曼琴老师

相关著作），而上滑音的节奏通常情况下起始音与终止音会各占一半的时值，除

了有特殊时值标记的，有的书上把这种称为定时滑音，其实定时不定时都是有节

奏的。按滑技法的音准，建议老师一定要在初级阶段就要求学生做到基本准确，

一个古筝的演奏者，之所以能把音按准，是因为他头脑里对这个音的音准已经有

了一个预想的标准，在教学中，如不能在学生听觉里建立这个标准，那么他永远

都按不准的，所以一个学生如弹到四五级还按不准，那么就说明他听觉里没标准，

他听觉里没有标准指望他以后会按准，我看是不太可能。

3、节奏不准确。

节奏是音乐的灵魂，在远古没有音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节奏，这本是最好

解决的问题，可是没竟没几个学生弹一首乐曲节奏是完全准确的，很是不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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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给一个非古筝专业的音乐人弹筝，我弹时他一直在那用脚打着节拍，很是

奇怪，后来他问我说：听你弹琴是有节奏的，可很听了很多人弹琴的是没有节奏

的，一直以为古筝音乐就是没有节奏的，当时那个心情无言以表。其实这个问题

很好解决，用节拍器，打节拍唱谱。

节奏不准确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慢板没有节奏，这主要表现在乐曲

的延长音如二分音符、四分音符等没有按音符的时值延长，而是自由延长，这也

就是说学生的节奏律动的感觉是没有建立的。其二，快速音符没有节奏或节奏不

准确，如前八后十六、十六分音符组合等等，出现这个问题除了学生节奏训练扎

实之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基本功不扎实，这种组合的节奏其实是好掌握的，

弹不好往往是因为心里有手上来不了、交待不清楚。

乐曲速度不统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某一小节或某一两拍突然加快

或变慢，突然加快往往还是没有节奏感，因而也没有形成稳定的速度感，突然变

慢往往是技术原因，如前面说的手上来不了。其二，大段性的突然变慢，这种情

况很多见，毫无疑问， 这是技术原因了，基本功不扎实。以上几个问题很好解

决，用节拍器，打节拍唱谱。

4、指法安排缺乏一致性、合理性，较混乱。

指法缺乏一致性就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不同的学生，在演奏同一个乐曲时指法

安排不一致，这种现象是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是教学不太细致，老师没有规定

用什么指法，所以学生就乱用。其二是老师规定了，但没严格要求，随学生自觉

了。指法的合理性的问题，在现在的古筝教材中，有些是标了指法的，但是由于

当时乐曲创作那个时期古筝的技法还不完善，就标注了那个时期的指法，但随着

古筝的发展，已有了很多更方便、合适、科学的技法与指法可以更好的完成那些

乐曲，因此现在看来，那些标注的指法不够合理，老师可以根据情况酌情选用，

还有一种是没标注指法的地方，这就要求老师乐谱的情况定出合理的、方便运指

的、又能更好地表现音乐的指法。

5、无法按标定的速度弹奏。

这种情况很多见，比如《井冈山上太阳红》，谱面标的是 154 的速度，可许

多学生弹的只有 60 多，对于这种情况，我经常问学生，上体育课你们用一分钟

跑完 100 米算不算及格？当然，弹到标定的速度很是不容易，但这也正是这些乐

曲定到相应级别的原因，我个人观点觉得作为业余学生可以有一定的降低，但应

达到标定速度的 85%左右吧，再慢乐曲风格就变了，欢快的乐曲慢到一定速度就

成哀乐了。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一个原因，基本功不扎实，基本功不扎实可能是进

度太快、练习量不够、方法不科学等。

6、演奏缺乏音乐性。

这个问题要求也许有点高了，可本条方面问题确实很多，如不重视也是不能

完美的表现音乐的。关于音乐性业余的学生主要表现出以下方面的问题：弹的太

粗不讲究，音色不优美，杂音太大、演奏没有歌唱性、没有音色力度的对比、乐

句划分不正确，没有气口特别是散板自由乐段、揉弦颤音太不讲究、没有肢体语

言身体僵硬或演奏动作与音乐没关系、缺乏对音乐的理解，等等许多此类问题。

其实要想细致，触弦有贴后离、双离弦、双贴弦、离后贴形式，弹奏中有主动弹

奏、被动弹奏等，同时还有手指发力、前臂发力、大臂发力、腰部发力等不同的

发力，这些因素的组合造成的音色干脆利落还是柔美绵长、音乐铿锵有力还是优

美抒情等不同的细腻的情感变化，这些做到了，再结合乐句准确的划分、不同风

格贴切的揉吟按滑、丰富的肢体语言、合理的呼吸、恰当的有走向的力度及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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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把这些基本的技术作好，演奏中的音乐性应该不难表现。

限于本人水平，以上说的可能有很多错误，甚至是理论的错误，文字上也未

能斟字酌句，而且言词也有不妥之处，也许有些问题说的过于尖刻，还望见谅，

因为我就一业余古筝老师，错误难免，不怕笑话，而我的发心是希望业余的古筝

教学能走上一条健康之路，同时也希望各位老师提出批评，也希望与各位筝界同

行交流探讨，我虽只有蚊蝇之力，也愿意为古筝的发展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