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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筝教学中的几点问题

刘佳佳

古筝是感知的艺术、审美的艺术、传情的艺术，要想达到完美的境界，就要

使其理性与感性同步，就是说古筝教学既要讲授音乐理论和古筝的弹奏理论，又

要讲对古筝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表现力。

一、如何让音乐点拨学生创作的灵感。

首先，让自然界或生活中的声音引发学生联想。音乐是门声音的艺术，它是

用声音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含义。从风声、雨声到雷

声等，无一不表达自然界的生气和憎爱分明感，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交

响曲同样能让孩子们体验一种生活的乐趣。让孩子从这些自然和生活中去寻找声

音，寻找音乐素材，不断积累、不断充实。

其次，选择适当的人声、乐器声、非常规音源让孩子们去尝试。歌唱是人声

表达情感的最直接、最方便的一种方法，孩子高兴时都喜欢用歌声来表现。孩子

们用自己的声音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演奏乐器同样也能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思想

感情。学习乐器时乐曲的大量积累是孩子进行音乐创作的好素材，孩子能熟练地

掌握一种乐器，并用乐器独特的音色来表现不同情绪的音乐片段，这无疑是孩子

创作音乐的最佳方式。孩子还可以利用打击乐器、生活用品或自制的乐器来表现

旋律和节奏。

再次，用有情节的诗或短剧激发孩子的创作热情。引导学生选择有情节的诗

或短剧，再用自制的乐器或其他乐器，为其配制音响效果。无论哪部动画片都离

不开音乐或音响，《猫和老鼠》的音乐和音响音乐是非常优秀的，不但幽默、活

泼，而且恰到好处地表现故事情节，为孩子理解和欣赏作品提供帮助。当孩子在

阅读、表演时加入一定的音乐作为背景，他们一定能体验到创作的乐趣。

最后，教师的肯定是激发孩子创作灵感的“火种”。对于学生的创作无论是

好的还是不太成熟的，都应给予肯定，并及时加以指导，那样就会诱发学生的创

作激情。教学中要注意启发学生自己思考、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创作内容要适

合学生的能力水平、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的思想感情。

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求孩子们立刻把音乐作品创作得完美无暇，孩子在探索

过程中创作的东西必定是稚拙的、带孩子气的，那才是孩子自己的东西，这时教

师的点拨尤为重要。

二、关于古筝的演奏姿势

演奏姿势是演奏者演奏状态和音乐表现的外形体现，同时也是其音乐修养、

审美趣味和演奏技艺的重要标志。不同的演奏姿势表现不同的演奏内容及不同的

音乐情绪，姿势的恰当与否也同时决定着演奏的质量。优美大方的演奏姿势给人

以大气的美感，也因此使演奏锦上添花，使欣赏者和广大的受众获得美的享受；

过分夸张的和过分拘谨的演奏姿势则给人以做作的和无把握的感觉，因而缺乏美

感和满足感、甚至会使人产生反感。过分夸张的姿势一般表现为习惯性地前后左

右大幅度地摆动身体，有的甚至拼命的摇头晃脑、做表情或耍噱头以示其演奏充

满激情或非常的投入；过分拘谨的姿势一般是由于演奏方法不够松弛而表现为拘

泥、木然，有的则是为了向观众展示其“音乐修养”而在演奏时表现得很矜持，

甚至不露声色地“玩深沉”。以上两个极端的演奏姿势无疑都是不完美的、不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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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也是我们所不提倡的。那种老夫子式的木然呆滞以及自我欣赏的旁若无人

式的演奏和狂妄的自我表现式的滥用激情，不但失去了演奏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而且从音乐表现的角度看无疑是肤浅的和缺乏修养的标志。那么什么样的演奏姿

势才是合理、自然、大方而适宜的呢?原则上只要乐曲中的速度和力度有快、慢、

强，弱的区别，演奏姿势就应该有大、小、动、静的变化，这是运动力学和音乐

美学的一般规律。内容决定形式，什么样的音乐内容和音乐情绪就决定使用什么

样的演奏动作和演奏姿势。一般地说，演奏慢的或是歌唱性的旋律应以“静”的

姿势为主，同时辅以自然顺畅的运弓动作较为适宜。尤其是在演奏古曲或传统乐

曲时，如果姿势过于夸张、情绪过于激动，那么古朴典雅的音乐内涵就不会表现

得准确和恰如其分；相反，在演奏欢快热烈、甚至非常激烈和辉煌的旋律时，演

奏姿势过于呆板拘谨甚至松懈疲软，都不利于特定音乐情绪的充分表现，甚至会

因演奏姿势和演奏动作的不协调而破坏甚至歪曲了正常的音乐形象。

适合的演奏姿势对于表现音乐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决不单单取决于直观的外

形。本质上说，外在的演奏姿势、演奏方法与演奏中内在的各种感觉（听觉、触

觉、视觉等）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单就演奏中动作的变化以及“力传导”

和“着力位置变化”的不同感觉，就可以充分说明它们在演奏中的丰富变化以及

与演奏姿势的密切而细微的关系。如果一个演奏者演奏在或者练习的过程中紧张

而僵持，那么他身上（躯干、上臂、前臂、手和手指）的力量就不可能顺畅敏捷

地传导到琴弦上。这时，无论是演奏表现何种情绪的旋律，他的演奏姿势都将是

僵硬呆板而不松快的。如果他在这种状态下演奏快速的旋律，则效果就会更糟，

其奏出的音响一定是粗糙而不圆实的。此时其身体的姿势也会更加紧张而不稳

定，因而由这种姿势或演奏状态进行的演奏无疑谈不上生动的音乐表现和深刻的

艺术感染力。

音乐的情绪是千变万化的，即使在一首简单的乐曲中，旋律本身的变化就要

求音乐的情绪有丰富的起伏和变化。如果我们的演奏姿势一成不变或缺乏细微的

变化，就不可能奏好任何一首乐曲甚至是一段动人的旋律，而旋律的起伏变化从

演奏法的角度又要求两只手在着力的位置发生许多细微的变化。因此，我们在演

奏中除了注意一般的姿势变化之外，还要在演奏动作和着力位置细微的变化方面

多下功夫。只有在演奏中表里如一、外在的姿势与内在的动作协调变化，才能做

到形神兼备、内在而深刻，在方法的科学和效果的鲜明诸方面达到和谐的统一。

总而言之，演奏姿势的问题既是艺术表现的问题，又是运动科学的问题。古筝的

演奏姿势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认真严肃、实事求是地依照音乐的规律办事，

就会在音乐舞台上以优美大方的演奏姿势和富有表现力的音响征服广大的观众，

以实际的行动弘扬绚丽多彩的民族音乐。

三、演奏者心理素质的培养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这句话十分辩证地说明了高超技艺与

良好心理素质之间的关系，它对演奏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艺高人胆大”，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台下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刻苦的练习

和科学的方法使演奏技艺不断提高、作品日臻成熟，只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演奏

者在台上才可能大胆地演奏。根据多次参加演奏的经历，我发现：一般在台下练

得比较娴熟、很有把握时，上台基本能发挥得很好；而如果准备不足，心中无数，

则最容易导致演奏的失败。

总结经验教训，为了成功完成一次重大的演出任务，我很早便开始准备曲目，

以数月的琢磨和练习，到演出前我对这些作品已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因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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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时没有丝毫的顾虑和负担，只是一门心思地想音乐，状态非常地投入、放松，

演奏顺畅自如，终于达到了我理想中的境界，得到了一致好评。由此可见，只有

经过充分的准备达到一定的演奏水平之后，演奏者才可能放开胆子无拘无束地弹

奏。因此，“艺高”的确是“胆大”的基础，是演奏成败的基本保证。

然而，是否说演奏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呢？我看不然。它的关键应当来自于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胆大艺更高”。它实际上讲的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性。因

为任何演奏前的充分准备都是相对而言的，“艺高”固然可以使人“胆大”，但并

不是所有的人都肯定“胆大”，这时候就看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而它的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演奏者如果心理调适能力较强、心理状态好，即“胆大”则能使

其“艺高”得到更充分、甚至超常的展现；同时，即使是那些相对来说“艺”还

不够高的人，也会因“胆大”而适度弥补其因准备不足而带来的缺欠，保证演奏

的顺利进行。放松的心态、大胆自信的表演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对演奏者有多么的

重要!因此，“胆大”可以说是一切技巧性、竞赛性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

无论是一首什么曲目，除了尽可能地准确地弹奏外，还要尽可能地调动自己

更多的艺术和情感丰富演奏，以神带心，以心带情，以情带声，以声带形，眼到

手到，手停形住。既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又有要“绕梁三日”之余韵。

做到雅俗共赏，既有熟练的技巧，又有丰富的情感，心手合一，情景交融，理性

和感性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