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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乐曲模块分层教学法”在古筝教学中的运用

张 斌

摘要：如何让学生在家独立自主的练习古筝？用什么教学法让老师科学地
教，学生轻松地学？学习古筝考核评定的标准是什么？古筝教程如何变得“步步
进、轻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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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孩子学乐器的现象蔚然成风，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学会一种乐器就

掌握了一种技能，而诸多乐器当中，古筝音韵优美、好弹易学，尤其受到青睐。

在弘扬国乐、普及国琴的呼声中，各类古筝教程、教学法百花齐放般的大量面世，

面对林林总总的各式教程，到底古筝老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就这样的疑惑，

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古筝教学多年的老师，作了一点浅薄的尝试，感慨之余，写成

文字，供方家指正。

赵曼琴老师在讲训练方法的形成时，曾讲过一本《怎样骑自行车》的书，把

简单的学自行车分为四个阶段，来强调训练方法的重要性。并把学习的过程比作

登山，如果常规式的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攀登，就会有些老人或幼儿因为台阶高

而吃力；但如果把台阶降低、阶梯的格数增多，甚至形成斜坡，不是跨步，而是

走上去，无论老幼就会很轻松很省事。对于普及教学，这种观点显得尤为重要。

一、认识古筝教学的特殊性

古筝教学，不同于一般文化科的全日制教学，它是一种业余学习，而古筝课

的安排大多每周一课，老师集中讲解要领，其余都在家中练习。但对于许多初学

的孩子，如果家长不跟堂听课，回家再督促指导，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考虑到

家长的负担、孩子的学情、还课的质量，作为专业老师，就要考虑探寻简便易学

又科学合理的古筝学习方法。笔者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再辅以从教二十年

的教学实践，不断思考、总结、归纳，摸索出了一个相对行之有效的教学法——

“乐曲模块分层教学法”。

二、乐曲模块的合理性

音乐教学的基点，首先就是要鉴赏音乐，然后才有相关的音乐表现和创造活

动，小到音准、节奏的把握，大到体裁、风格的评判,，通过让学生先听后唱、

边听边唱，不但让学生优化了学习效果，还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学生的音乐素养。

作为音乐欣赏大多以整曲欣赏为主，而器乐教学，则是先把曲目分段、分小

节、分句，并把每段中的重点、难点单独列出，然后分成若干小段的技术模块，

再辅以节拍器，用慢速 60、中速 80、小快板 108 等速度分别进行录音，最终通

过让学生看、听、唱、弹、记等步骤，使教学量化、细化、乃至标准化、科学化。

看：看乐谱，看清速度、强弱、表情等记号；听：听录音，把握每段乐句的强弱、

呼吸变化，可用铅笔标记号；唱：跟录音唱乐曲，有节奏地唱，先分段分句，然

后全曲跟唱；弹：看乐谱弹乐曲，边唱边弹奏；记：熟记乐谱，跟着录音弹奏。

当然，每个学生每周、每月都有不同的速度标准，根据学生个体接受能力的

差异，对一些接受相对缓慢的学生，采用更慢的速度、更细化的乐曲模块，让他

较为轻松地接受消化；而接受得快的学生，在听取乐曲模块的录音后，就有的放

矢地知道自己要练什么，怎么练，练到什么程度。这样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直

至达到标准速度。让古筝真正做到“步步进、轻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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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层教学的科学性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又以乐曲模块的不同速度为基础，将弹好一首古筝乐曲

的衡量标准分为合格层、良好层、优秀层，层层递进，形成科学合理的分层体系。

具体的分层要求是这样的：

合格层：姿势正确，音准、节奏准确，与乐曲模块基本配合，乐感一般。

良好层：姿势正确，音准、节奏较好，与乐曲模块配合熟练，有表现力。

优秀层：姿势、音准、音色、节奏、技巧等相对完美，准确把握乐曲风格，

乐感好，富有感染力。

这样的分层教学，便于老师科学地教，学生轻松地学，也有助于老师的量化

考核。

四、量化考核的必要性

根据之前的分层教学，于是便产生了相应的考核评定的标准。评定标准的设

定，能让学生有学习的目标和学习的动力，从而有效地促进古筝教学。

笔者在 2002 年尝试“乐曲模块分层教学法”之后，受赵曼琴老师“学习过

程如登山理论”的启发，在 2007 年开始编写《阶梯古筝》教程（中国戏剧出版

社出版），将“化繁为简、科学记谱、简单易学”作为《阶梯古筝》的宗旨，将

初级阶段教学的内容进一步细化，技术难点进一步强化，达到“步步进、轻松学”

的教学效果。另外，配合《阶梯古筝》教程，建立了一个乐曲模块库配套使用。

张弓老师曾说，“古筝艺术，源于民间，也要还乐于民。”是的，普及古筝、

还乐于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而科学的古筝教学又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不揣浅陋，探索的 “乐曲模块分层教学法”只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在古筝

教学中，还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更科学的方法、途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

索。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不足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同行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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