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己的艺术处理特色
,

达到情感 一

的创造表现
。

演奏者仅仅把
音符弹奏出来

,

那是不能达到
,

艺术境界的
,

要培养 自己的音
乐思维能力

,

从各个角度去
思考

,

把抽象的音符转化为艺
术形象

,

弹奏曲目是要以不同
‘

的方面理解作品
。

如了解作
品的作者

,

了解作品的时代背
景等

。

它 的历史 是怎样的
,

这些背景都决定着作品的基 一

调
。

如 临安遗恨 》一曲
,

讲
述的是岳飞被害这一千古遗
恨

,

这就需要古筝的超常表现 一

力
。

演奏者孺要深刻了解这
一历史背景

,

通 过哀怒与悲
愤

、

激情与温柔
、

跌宕起伏
,

的对比将顶天立地的英雄形
象塑造出来

,

只有通过演奏者
的理解把这一切综合起来

,

才能净化听众的灵魂
,

使其
领悟人生

、

愤慨奸臣
。

若把
戎马一生的岳飞形象带给听
众

,

演奏者想具有创造性的
情感表现

,

就必须有知识的
积累

,

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

提升 自己 的艺术品位
,

达到
更高艺术的境界

,

用全面创
新的眼光去重新看作品

,

把 ’

握住 自己的特色
,

找到适合
自己的创造之路

,

不要盲 目
的去 自我创造

、

自我理解
,

错
误的认为只要是创新的就是
正确的

、

是好的
。

我们还是
要本着作品的真实性去创造

,

作品的主 旨是不该违背的
。

一
‘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
” ,

我们
每个古筝演奏者在每一次的

演奏中都应该是真情的
,

用 ’

我们的
‘

精
”

把作品的真谛
告诉给听众

,

让艺术的伟大
去感染每一位喜欢古筝的朋
友

。

总而论之
,

情感是使艺术生
、

生不息锦上添花的源泉
。

无论
何种艺术的演绎

,

只有将情感
加人其中

,

在对 自己所接触的
艺术作品加人最真实的情感
理解

,

才能更好的演绎出作
品

,

理解出作品的意
,

表演出
最真实的情

。

唯有
“

琴情并
茂

”

才能使艺术作品上升到
一个更高的层次

。

谨以上述对
古筝的情感理解与广大艺术
爱好者共分享

。

日

关于附中钢琴专业
学生上大班集体课的一些探讨

清咭

文 孙培杰
格桂

一提钢琴集体课
,

就好像是师
范专业的专利

,

其实不然
。

钢琴专
业上集体课不是什么新鲜事

,

以前
主科老师在考试前或者某一阶段
都会 自发地组织学生试琴或开小
型内部观摩会

。

通过让学生多上台
演奏以达到提高学生的演奏能力
和心理素质

。

显然这只是集体课的
一个方面

,

而这种形式也只是停留
在一个非常浮浅的阶段

。

在新的教
学形式下

,

这样的专业集体课显然
也是不够的

,

有必要重新认识大课
的重要性

,

重新挖掘
、

研究
,

使这一
教学形式得到充分发挥

。

阿甲 阴俐岑专业教罕全本分
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

,

集体课也
要根据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要
求而展开教学

。

初中阶段
初 中阶段是钢琴学生打好专

业技术基础的关键时期
,

抓好基本
功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坚固的基
础

,

会使学生一生受用不尽
。

如 初
中每学期的音阶考核

。

现在我院附
中每周只有一节专业课

,

若要较仔
细地讲一个中型的乐曲就要 占用
一课时的大部分时间

,

一堂课最多
也只能讲两个曲子

,

时间显然是非
常紧张的

,

再挤出时间去抽查音阶
是非常难的

,

但是初中时期音阶基
本练习不给予指导是不行

,

这样带
有共性的基础训练有些地方完全
可以采用大课的形式来上

。

这样
,

既能有针对性地指导
,

又能使学生
之间相互观摩学习

。

当然 打基础不只是手指功能
方面

,

培养学生快的识谱能力
、

背谱
能力

,

使他们的自学能力得到提高
也是初 中阶段较为重要的基础之
一

。

用大班课的形式
,

先规定好曲目
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去练习

,

然后
拿出来进行演奏

,

同学互相点评
,

启
发学生 自己去找资料

、

找文献
、

去分
析曲目

、

结构
、

技巧的安排及音乐处
理等

,

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去学
,

最后再由老师具体讲解
,

这样既能

使学生接触更多的曲目
,

又能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

改变总是老师讲
、

学生听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
,

既培
养了学生 自觉学习

、

独立思考能力
,

又节省了时间一举多得
。

高中阶段
学生进人高中后

,

在钢琴演奏
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

也开始较
多接触各个时期的各种风格的作
品了

。

这时期的学生具有了较高的
理解能力

。

周广仁先生在《基础
、

能
力

、

修养 》一文中曾经说过这样一
段话

“

单靠教师传授的知识毕竟有
限

,

在教学中几乎每节课都要重复
同样的话

。

如放松
、

自然重量
、

音
色

、

踏板
、

节奏等等 教师的确很
累

,

可不少学生学了多年钢琴
,

还
没有搞清楚弹钢琴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

,

原因是在教学中具体的指
导

、

感性的认识没有上升到理性的
高度

” 。

所以在教学中加强理论学
习

,

树立有关钢琴演奏艺术的基本
概念

,

掌握一些规律性的基本知识
是非常必要的

。

可利用大班集体课
的形式

,

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

选
出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

,

有针对性
地安排课题

。

如 手指击打时是哪
些肌肉在起作用 其发力点在哪
里 手指在运动时肌肉是高度紧张
的

,

那么在演奏时 放松指的是什
么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

,

试问
,

有哪
些学生能够说得清楚

、

说得明白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