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地练了起来
。

大家神态 自然
,

歌声悠扬
。

通过哼鸣练习
,

使《小白船 》这首歌合唱部分的旋律演唱
,

音色达到了和谐

统一
。

在此基础上
,

让同学们深情地朗读歌词
、

演唱歌词
,

再通过多媒体大屏幕月夜星空的衬托
,

大家仿佛坐上了小

白船
,

在天空中飘荡
,

那如诗如画的美妙佳境
,

真是催人奋

进
,

令人神往
。

合唱歌曲中的高音和低音都是学生演唱的难点
,

如果

没有科学的发声方法做指导
,

学生不但掌握不住高
、

低音

准
,

很可能演唱时高音喊唱
,

低音苍 白无力
。

针对这种情

况
,

我结合歌曲学习
,

及时做出示范
,

告诉学生 唱高音时

气要足
,

多用头腔共鸣
,

头上好像开了个大天窗
,

美妙的声

音从大天窗 飞出 唱低音时要多用胸腔共鸣
,

感觉声音是

从胸口 发出
。

这样学生用意念去歌唱
,

在反复练习中掌握

技能
,

提高技巧
,

就 自然而然地突破了唱高低音这个难点
。

做到了演唱高音不赌噪
,

低音不苍白
。

音乐知识的学习
,

也

像技能学习一样
,

都要结合歌唱实践活动来进行
,

切忌进

行单纯的学习和机械的训练
。

歌唱技能
、

知识学习所涵盖的内容很多
,

不是师生一

朝 一夕所能解决的问题
,

但只要我们多动脑子
,

肯想办法
,

结合合唱学习循序渐进地
、

坚持不懈地努力
,

学生的歌唱

技能和音乐知识水平一定能够得到很快地提高
,

我们的合

唱课也将越上越好
。

四
、

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
,

老师不再是
“
教书匠

”、

课堂上

的
“ 主宰者 ” ,

而是
“

设计师
’, 、“ 组织者

”、“ 合作伙伴
”。

要完

成新课标 下的合唱教学任务
,

必须彻底克服以往教师
“

唱

独角戏
’,

的现象
,

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

教师为学生学

习创建宽松
、

和谐
、

开放
、

愉悦的学习环境
,

促使学生开发

潜能
,

张扬个性
。

如 在二部合唱歌曲《红蜻蜓 》的教学过程

中
,

为 了突出课题
、

活跃课堂气氛
,

启发学生讲述 自己的童

年趣事
,

把大家带到那美好的童年回忆中 ⋯⋯
。

同学们有

声有色地讲述着 自己的童年趣事
,

一下子也把我拉回了那

美好童年生活的回忆中
。

在合唱教学中
,

我常常走下讲台
,

到学生中间去
,

以平

等的心态对待学生
,

以朋友般的热情感化学生
,

来组织教

学活动
。

为了提高演唱水平
,

有时我来演唱
,

让大家评价

有时同学们演唱
,

我来评价 有时两人一组
,

相互演唱
,

相

互评价
。

歌曲学会以后首先由我来当指挥
,

当我把指挥图

示教给大家以后
,

就让同学们到前台当指挥
,

我便融进大

家的合唱 中
,

整个课堂形成一个 自主参与
,

激励竞争的良

好氛围
。

在这样的氛围中
,

大家相互学习歌唱技能
,

讨论合

唱学习方法
,

解决合唱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

自觉
、

自愿地感

受和表现和声之美
,

体验着合唱学习带来的快乐
。

五
、

注重对学生的鼓励和表扬

学生都愿意受到老师的表扬和赞美
。

老师不失时机地

对学生的演唱给予 肯定和表扬
,

会激励学生学习的热情
,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

在合唱教学中对于基础较差的同学
,

我一方面作语言的鼓励
, “ 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唱好

” ,

另一

方面作耐心帮助
,

只要有一乐句经过练习唱准确了
,

或者

是技巧方面有所提高了
,

我都会给予肯定和表扬
,

让他们

尝到成功的喜悦 对于班级中的
“
小百灵 ” ,

我会鼓励他迈

向更高的 目标
,

如 加强运用气息的能力
,

扩展 自己的音域

等 在集体合唱中
,

当大家表情和音色都进入状态时
,

我又

会由衷地向他们竖起大拇指
,

大加赞扬
,

这时
,

同学们会表

现得更加积极和投入
,

大有专业演员演唱的气势和风度
。

六
、

注重学生的嗓音保护

童声是美好的
、

纯洁的
,

是任何其它声音都无法 比拟

和替代的
。

要想使这种美好而纯洁的天籁之音在合唱中得

以充分地展现和发挥
,

就要保护好同学们的嗓音
,

不让他

们那嫩弱的发声器官受伤害
。 、

要求学生用科学的发声方

法去歌唱
,

克服喊唱现象
。 、

在同学们进入变声期以后
,

加

强变声期的知识教育
。 、

平时要求学生少食冷
、

酸
、

辛辣食

物
,

不刺激喉咙等
。

一旦发现合唱课堂上有声音沙哑的同

学
,

就要耐心关切地问清原因
,

需要到医院检查和治疗的
,

及时劝其到医院检查治疗
。

我们不但要关注合唱教学
,

还

要关心每一个同学的身心健康
。

同学们快乐学习
,

健康成

长才是我们教师追求的最终 目标
。

闻美莉 河南省开封市曹门关小学

触价于曲
。
月卜门卜合一

—
月日眺钧州卜匆咬刁卜申的价洲吸月 电

口 毛丽华

音乐是善于表现感情的艺术
,

而表演又是演奏者对乐

曲的再创造
。

一位优秀的演奏者不仅仅是在弹曲
,

更是在

弹情
。

演奏中情感的表达是古筝演奏的关键所在
,

演奏者

通过面部表情
、

弹奏力度等来表现乐曲中的喜怒哀乐
,

使

得观众欣赏静态乐 曲的同时能感觉到动态的乐 曲意境
。

演奏者只有把 自身的情感投入到音乐表演中
,

才能真实
、

生动地传达情感
,

真正地感动 自己
,

也感动别人
。

要演奏

出能让听者“
融情其中

”

的富有感染力
、

生命力的乐曲
,

演

乏而石车喃 丽幼、一



意课堂
村嵘八黝好 丫息 耗蔽

蔺

犷咸拟偏

奏者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
,

即熟练的演奏技法与深厚

的曲感
。

技法是情感表达的基础
,

再多的情感没有娴熟的

技术作支撑将无法表达 曲感是演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
、

诊释和再定义
,

是情感表达的灵魂
。

一
、

技法是情感表达的基础
、

古筝技法的发展

古筝演奏的技法经过漫长的演变
,

复杂多变
,

从单手

演奏到双手演奏
,

从简单的弹拨按弦到复杂多变的技巧

如 按
、

颤
、

揉
、

推等的发展过程
,

且传统技法和现代技法都

有着自己的特点
。

传统技法是用右手弹拨筝弦演奏旋律
,

左手在码外弦

段上以按
、

颤
、

揉
、

推等技法装饰旋律
,

即右手弹弦
、

左手按

弦
。

而左手的吟揉滑按
,

以韵补声
,

是传统技法的主要特色

所在
。 “ 名指扎桩四指悬

,

勾摇剔套轻弄弦
,

须知左手无别

法
,

按颤揉推自悠然 ,’

现代技法是在以往演奏技巧基础上发展的
,

使古筝的

表现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

其中指序弹法是根据旋律的变

化来安排用指的顺序
,

常常用于弹奏特殊的节奏和快速多

变的旋律
。

弹弦的手指不再局限于右手的大
、

中
、

食三指
,

而是双手的十个手指
,

强调手指的功能性和独立性
,

给现

代筝曲的表现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

变化多端的演奏技法
,

极大地丰富了古筝的表演魅

力
,

无论是悲伤感慨的乐曲
,

还是激昂向上的乐曲
,

都可以

演绎得淋漓尽致
。 “ 轻拂宛如行云流水

,

重扫势若山崩海

啸
” ,

正是当今筝乐技法多样性的真实写照
。

随着古筝曲目

题材 日益广泛
,

演奏技法的进一步完善改进
,

筝曲的表现

手法也将变得更加丰富
。

、

古筝技法与情感表达

古筝演奏是一门对技法要求非常高的表演艺术
。

演奏

筝曲必须靠扎实过硬的技法来支撑
,

必须经过多年持之以

恒的技法训练
,

才有可能表演出完美的筝曲
。

特别是一些

现代筝曲对技法的要求非常高
,

没有扎实过硬的技法是无

法完成演奏的
。

对于古筝演奏者来说
,

在现代筝曲曲目的

丰富多彩
、

演奏技法 日新月异的情况下
,

掌握指法和相应

的技巧是相当重要的
。

演奏者只有正确掌握了指法和技巧

才能准确地控制力度
、

速度
、

节拍和旋律的变化
,

才能灵巧

自如地演奏韵味独特的传统筝曲和技巧复杂的现代筝曲
,

才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原曲原貌
,

从而达到
“
琴音合一

,

物我

合一 ”的最高演奏境界
。

运用技法来表现情感的例子很多
,

例如《渔舟唱哪中

第二部分
,

此部分过渡句结束后
,

便不断出现模进变化的

节奏音型恰到好处地体现了筝曲欢快活泼的节奏
,

形象地

描绘出荡桨声
、

摇槽声和浪花飞溅声 ⋯不断变化的演奏速

度
,

也把渔舟靠岸
,

岸上热闹非凡的景象刻画得细腻透彻
。

技法
、

动作越是娴熟
,

演奏者驾驭乐器的能力就越强
,

因而更能准确表达乐曲意境
,

同样也能表现出纯熟的乐曲

美感
。

所以说
,

优秀的演奏技法是筝曲情感表现的一个重

要前提
。

然而
,

弹奏时纯粹的演奏技巧是无法完整地表现音乐

的灵魂的
。

试问技艺高超却千篇一律的演奏如何能够打

动听众呢 因此
,

在掌握技巧之外
,

演奏者还应当具备一种

非技术性的
、

发自内心的复杂情感 —曲感
。

二
、

曲感是情感表达的灵魂
、

曲感与情感表达

曲感是演奏者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对乐曲所表

现的情绪
、

意境和所描绘的音乐形象进行感知
、

领悟和想

象而得出的对乐曲的整体印象
,

它反映了演奏者瞬间对乐

曲的感知
。

演奏者的曲感包括对曲子的意境的理解与自我

的表现力
,

既反映在对作品的理解上和掌握上
,

同时又体

现在对乐曲的处理上
,

而这些都能通过演奏带给听众
。

筝曲演奏是一种多元素结合的表演
,

它通过身体
、

面

部表情
、

演奏力度等多种方式将隐藏在音符里面的感情与

内涵表现出来
,

把听众带到演奏者的想象中去
。

而这种表

现不是 “ 照本宣科 ,’, 它要求演奏者用心去理解筝曲的内

涵
、

意境并通过演奏将其诊释出来
。

为此
,

演奏者必须调动

自己的想象力
,

善于感觉和发现曲子中有象征性的特点以

及表现力突出的节奏
、

音调
、

曲式结构等音乐元素
,

从内心

深处去描绘筝曲的形象
。

同时
,

在演奏中要把握好细节的

处理
,

既要灵活地演奏乐曲
,

又要注重弹奏速度控制
、

流畅

起伏的曲势和乐曲的美感调节
,

而且演奏过程中利用身

体
、

面部表情姿势来表达乐曲的意境
,

让听众真切感受到

筝曲的旋律美
、

和声美
、

形式美和意境美
。

例如筝曲《渔舟唱晚》广泛地流传于民间
,

耳熟能详
。

这首曲子的情感内涵
、

古筝风格和音乐色彩都有着强烈的

地域性和地方文化特色
,

演奏者在演奏的同时
,

感悟曲子

的意境
,

通过不同的演奏技法表达场景
,

这样听者在欣赏

乐曲的同时
,

也会感觉到“ 夕阳西下时
,

渔人愉快的劳作和

荡桨归舟
,

歌唱丰收
”

的情景
。

又如筝曲《秋夜思 》表达的是
“
秋夜里一个人的深思

,

飘渺与寂寞
” ,

演奏者就必须进入

乐曲中的人物角色
,

去感受那种深思
、

飘渺与寂寞的感觉
,

然后通过身体
、

面部表情
、

弹奏的力度
、

手法来表现内心情

感
。

只有深刻理解和掌握作品所包含的情感
,

演奏出来的

筝曲才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

可以说
,

曲感是演奏筝曲的

灵魂与生命
,

因为只有理解作品思想是控制作品演奏情绪

的关键
。

在了解了作品的思想后
,

我们便要分析全曲的曲

式结构
,

从引子
、

开头
、

展开部
、

高潮
、

结束
。

把它们细致地

划分开
,

分析每一部分的变化过程
,

当然这个过程中演奏

者必须很好地用情绪去把握力度和速度
,

我们知道如果作

品中缺失了跳跃感
,

那么作品必定没有激情
,

平淡无味
。

所

以演奏者应该在脑中有一种真实的情感体验
。

不管是表现

肢体语言
、

表情语言
、

还是旋律韵味
,

都是演奏者在时间空

麟中小学音乐教育



间里用准确的演奏形式所表现的音乐
。

在这个演奏过程中

演奏者要学会
‘

无意识情感变化
” ,

就是说不要刻意地根据
“ 环境

’

和 ,’, 自境
”

去改变作品的情绪
,

也不能脱离作品的思

想主线
,

需把情感和技巧相结合
。

同时也不能缺失演奏 自

身的情感表达
。

很直白
,

就像我们要表达哭泣时
,

用情绪控

制着技巧
、

肢体
,

还有情绪本身的高亢激昂变化过程
,

这是

一种很清晰的情绪表达
。

如果没有曲感
,

只注重技巧
,

一首筝曲即使弹奏得准

确无误
,

也不过是几个音符的组合而已
。

只有曲感的融入
,

才能使筝曲引起听众的共鸣
,

达到情与景
、

意与境的相互

交融
,

才能感人肺腑
、

扣人心弦
。

、

如何培养曲感

曲感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达成的
,

领悟乐曲的

意境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音乐的感悟能力
,

需要时间

和经验的长期积累
。

优秀的演奏家之所以能够深刻领悟乐

曲的内涵
,

准确把握作品的神韵
,

就在于他们不是简单地

模仿演奏形式
,

而是从文化传统
、

地区特征
、

审美意识中寻

觅乐曲的意境
,

进行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思考
,

从而达到
“
身临其境

”。

曲感的构成要素中既有本能的
、

先天遗传的

因素
,

也有训练与后天学习的因素 既有心理因素
,

也有生

理因素 既有可以感知觉的元素
,

也有思维和顿悟的元素

既有本体感觉的元素
,

也有 自我意向的元素
。

要想达到较

高的艺术境界
,

必须以广泛而扎实的文化
、

知识
、

修养做基

础
。

每个演奏者
,

只要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
,

随着年龄的增

长
、

文化的提高
、

视野的开阔
、

知识面的拓宽和理解力的加

深
,

曲感必定会 日渐积累丰富
,

从而达到演奏灵魂的逐步

升华
。

三
、

技法与曲感的结合

在古筝悠久的历史中
,

出现了一大批很有名的演奏

家
,

极大地丰富了古筝艺术
,

使古筝这件古老的乐器留传

并在当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
。

许多演奏家技法之高超

令人佩服
,

曲感之深厚令人惊叹
,

使我们看到在古筝演奏

中
,

技法
、

曲感两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

它们不是孤立存在

的
,

而是相互依存
、

相互制约
、

相互影响
、

缺一不可的关系
。

演奏者纵然有 良好的乐 曲感受力和理解力
,

若技法低下
,

想完美地演绎筝曲就成为一句空话 即使具有出类拔萃的

技法
,

如果缺乏深厚的曲感
,

则不可能表达曲子的内部韵

味
。

技法是曲感表现形成的基础
,

而曲感是筝曲能否产生

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关键
。

一个成熟的演奏者
,

应全面掌握

丰富多样的演奏技法
,

深刻感悟筝曲的意境和 内涵
,

只有

把熟练演奏技巧和深厚的曲感结合在一起
,

才能把筝曲表

现得淋漓尽致 只有掌握和运用好技法
、

曲感两个要素
,

才

能在古筝演奏中“ 饱满
、

丰富
、

立体
、

生动
”

地呈现乐曲的风

貌
。

翻山卜卜学钦曲劝阮学的
价翔介唱摘

衬
吮铆吃唱摘

口 方伟青

毛丽华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教研活动时
,

耳边会不时听到老师们困惑的声音
“
新

教材的歌曲作品太多
,

一学期无法完成所有的歌 曲教

学
” , “

歌曲教学不难
,

难的是不知该如何深入下去
”

这些

声音引起我对小学音乐课堂歌唱教学的思考
。

大家都知

道
,

语文和英语阅读教学都有
“
精读

”

和“
泛读

’,

课文
,

那么

我们的音乐课是否也可以有
“

精唱 ”
与

“

泛唱
”

歌曲呢 带着

这样的思考
,

在本学期
,

我将 自己所任教的第十册教材中

所有歌曲进行了“

精唱 ”
与

“
泛唱

”

分类教学的尝试
,

发现不

但能顺利完成本册的歌曲教学任务
,

而且在音乐课上歌唱

成了我和孩子们莫大的享受
。

下面与大家交流 自己的一些

做法与想法
,

愿得到专家同行商榷与指正
。

本册有八个单元
,

每单元两首歌 曲
,

共有歌曲作品十

六首
。

经过分析与筛选
,

我选择六首歌曲作为“ 精唱
”

教学

曲目
,

分别是 钊
、

鸟
、

小鸟》
、

《迷人的火塘 》
、

《小白船》
、

《田

野在召唤》
、

《我是中国人 》
、

《编花篮 》
。

其余的十首歌曲作

为
“

泛唱 ”

教学曲目
。

在选择精唱歌曲时
,

笔者认为应考虑

曲目须具备这样一些特征 一
、

歌曲难易适中
,

旋律经典优

美
,

符合学生的认知和心理水平
。

例如《小鸟
、

小鸟》
、

《小白

船 》都是经久不衰
,

经典爱唱的歌曲
。

二
、

歌曲的民族性和

风格鲜明
,

能让学生演绎出不同地域和民族的音乐特征
,

同时拓宽音乐文化视野
。

例如 《迷人的火塘》
、

《田野在召

唤 》
、

《我是中国人 》
、

《编花篮 》四首曲子分别表现了侗族音

乐
、

意大利民歌
、

京剧戏歌
、

河南民歌四个地方鲜明的音乐

特点
。

另外
,

一般来说
,

每个单元的两首歌曲中可重点选择

其一进行
“

精唱 ”。

对于“
精唱

”

歌曲
,

笔者认为应反复分析

作品
,

熟悉歌曲特征
、

重点
、

难点
,

用两课时以上的教学时

间仔细指导学生演唱
,

要求学生学得准
、

唱得透
、

唱得美
,

唱 出字正腔圆
,

唱 出声情并茂
,

唱 出风格与个性 而对于
“
泛唱

”

歌曲
,

我们则仅要求学生会唱
,

爱唱即可
,

往往只安

排最多一课时的教学时间
。

那么
,

在学会歌曲以后
,

如何进一步
“

精唱
”

歌曲呢 接

下来
,

笔者略谈“ 精唱
”

歌曲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

一
、

根据作品风格
,

注重塑造学生演唱的音色

我们知道
,

演奏钢琴作品时
,

必须根据不同时代
、

不同

风格的作品
,

运用不同的触键方式以演绎不同的音色
,

演

奏出有时宽厚深沉
,

有时柔和细腻
,

有时明亮干净等等丰

年 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