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近些年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 济的繁荣
,

业余音乐活动蓬勃发展
,

人们的观念亦不断更新
,

学

习音乐的孩子越来越多
。

据不完全统计
,

现在学习古

筝的人约有 万
,

其中大部分以 少年 儿童居 多
。

怎

样教幼 儿 习筝 这是一个看似 简单却又十分复杂
、

深

刻而 又重 大的课题
。

关链词 古 筝 幼 儿教育 音乐训练 识
、

唱谱

前官

近些年
,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
,

人们对

艺术的需求和审美都在不断的提高
,

学习音乐的孩子

也越来越多
。

而在民族乐器中
,

却以学习古筝的人为

最多
。

据不完全统计
,

现在学习古筝的人约有 万
,

其中大部分以少年儿童居多
。

怎样教幼儿习筝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十分重

要的课题
。

如何系统的学习和正确的引导孩子
,

下面

就以这个问题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

一
、

幼儿习攀的年龄问题

年龄对于学习乐器的演奏者极为重要
。

选择适宜

年龄不失时机的进行启蒙教育
,

是造就各种人才的关

键之一
,

古筝也是如此
。

有很多的事例证明
,

要普及

音乐教育
,

陶冶儿童性情
,

进而造就古筝演奏的专门人才
,

幼儿早期教育抓起极为重要
。

样也要遵循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

、

单音的训练

训练听和唱我认为从 调的中音 开始较

妥
,

因为它是 八音
。

有了标准音
,

乐器和人声定调

才有统一的标音
。

所以我认为听单音应先听标准

音
。

之后老师将 一一弹出
,

开始

训练听音时应将音名告诉他
,

然后在琴上弹出并要

求学生牢牢记住
。

这时配合唱一些指法能起到一举

多得的效果
。

、

音程的训练

当单音初步掌握之后
,

我们就可进行音程的

训练
。

建议老师先从两音发声次序不同的旋律音程

开始
,

此音程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再学和声音程
。

训

练旋律音程以 调 一 纯四度开始较好
。

原因是四

度往往意味着属和主的关系
,

之后可 一
、

重庆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石萍

根据心理学
、

教育学这两门学科的论述
,

四岁前的幼儿

由于爱冲动而不能自制
,

注意力较差
,

所以不适合进行幼儿的

早期艺术教育
。

在进行幼儿的早期古筝教育时五岁开始比较

合适
,

因为五岁以后的儿童就其自制力
、

注意力
、

记忆力
、

模

仿力和求知欲等都有明显的发展
,

易于进行教学
,

也可取得显

著成效
。

作为幼儿早期艺术教育的老师来说
,

学习幼儿心理

学
、

教育学是很有必要的
。

因为在学习了这两门学科后会对以

后的教学有很大的帮助
,

并能更好的了解幼儿
,

针对他 她

们的特点来制定所适合的教学内容
。

二
,

关于学习用攀的问题和教材的选择

五岁开始习筝的儿童
,

选择用筝非常重要
。

因为此时期

的孩子骨骼处于骨化阶段
,

其四肢
、

腕部
、

手指等部位的许多

骨骼还是软组织
,

加之手臂短小 如选择成人 弦筝
,

由于琴

弦张力较大对儿童易导致不良的演奏习惯
,

且同时存在活动

困难易于疲劳的一面
,

这就要求儿童用筝的琴弦张力要软一

些
,

所以采用儿童筝较合适
。

如果有条件用 工弦钢丝筝更好
,

此筝的软度较好
,

幼儿在演奏时的手臂也能保持 自然状态
,

这

一状态为育才提供了可塑性强的有利条件
。

幼儿习筝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亦很关键
。

幼儿习筝如拿成

人教材就非常不合适
,

我们应因材施教
,

用一本符合儿童心

理
、

生理特点
,

朝气蓬勃
、

富有趣味的教材教他 她 们
,

会有

事半功倍的效果
。

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孙文妍
、

何小彤
、

袁

莉合编的 《幼儿古筝教程 》就符合以上要求
。

三
,

怎样训练
“

音乐的耳朵
”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
,

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听
。

没有听就

没有音乐艺术
,

这是根本中的根本
。

“

音乐的耳朵
”

是训练出来的
。

对儿童进行听觉训练
,

同

、

一 二
、 一 这样逐步进行训练

。

此举也将

为以后儿童对调音时音准高低的辨别打下基础
。

、

和弦的训练

由于筝是五声音阶的乐器
,

所以在琴上我们

只能找到 。一 一 和 一 。一 的和弦
,

这两个和弦的训练

尤为重要
。

当然老师也不能忘了将这两个和弦的转位也教给

他 她 们
。

在进行听音训练时
,

要听
、

要唱
、

更要弹
,

此时若有钢

琴那会给古筝教学带来很大方便
。

因为有了它
,

很多东西更易

让幼儿理解接受
。

所以教幼儿认识键盘十分有必要
。

四
、

怎样识
、

唱讼

由于幼儿都是白纸一张
,

所以教孩子识谱一次不能有太

多内容
,

须慢慢灌输
。

学识谱
,

我建议从二拍子开始
,

一强一

弱地敲准拍子
。

基本掌握后
,

结合 拍的小型乐曲进行练习
。

二拍子掌握到一定程度后
,

就可练三拍子
。

三拍子的第一拍是

强拍
,

第二三均为弱拍
。

练习三拍子时
,

可以讲解四分休止符

和附点音符
。

此时小孩子往往唱不足时值
,

增加一个四分音

符
,

放于第三拍
,

唱起来会更自然
。

最后加上附点二分音符
,

让孩子体会二拍和三拍的不同
,

这对掌握二分音符与附点二

分音符都有好处
。

将二拍子和三拍子放在一起学习既有个对

比
,

也可避免单调的感觉
。

接下去可练习四四拍
,

认识八分音符
、

附点四分音符
、

十

六分音符及二分休止符等
,

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

教习筝的幼儿学唱谱是学习的重要一环
,

是基础的基础
。

唱是人声的直接表达
,

最高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而弹是通过乐

器的间接表达
。

古人说的好
“

丝不如竹
,

竹不如肉
。 ”

就说明

了人声与乐器的差别
。

不是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教就能唱准
,

这

与老师的正确引导是密切相关的
。

唱不准时不妨先哼唱
,

然后

在用真声或假声唱
。

这样远比直接去唱要容易得多
。

所以我们

应该要求孩子边弹边唱谱
,

这不仅对音高和音准的训练大有

帮助
,

也有利于乐谱的记忆
。

五
、

怎样辅导孩子练琴

怎样辅导孩子练琴
,

也是一个十分突出而重要的课题
。

孩

浅谈古筝的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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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三大学术令期沁美学特支
张学军

在五大学术分期中
,

除
“

两汉经学
”

与
“

乾嘉汉学
”

以

外
,

其余三个时期的美学理论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基本

的框架
。

两汉经学中也有一部分有关美学思想的论述
,

但由于

汉代经学中的
“

古文经
”

与
“

今文经学派
”

的争论主要集中在

诸如
“

成人伦
,

助教化
” 、 “

六经注我
”

与
“

我注六经
” 、 “

天

人合一
”

等等带有强烈的伦理观念色彩的问题
,

因此冲淡了在

纯美学观念上的意义
。

所以我认为
,

汉代经学不能构成古典美

学的主干
。

但是
,

必须注意到
,

这种强调伦理色彩的理论
,

实

际上成了各期学派以及整个中国学术的最终价值取向 各种学

术理论
,

似乎都在努力地使自己的最终目标靠近诸如
“

天人合

一
”

等命题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

这也成了中国在以后的很长一

段时期内的美学理论特点
。

至于说中国古典美学最终是不是

可以完全与伦理学消溶
,

本人的意见是肯定的
。

而且本文的最

后结论也是基于这个观点
。

、

魏 , 玄学

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是在于几人理论范畴的提出以及对

这些 问题的解决采取的理论方式
。

在哲学上
,

集中反映在
“

有
” 、 “

无
”

的问题上
,

而映射到美学上
,

则表现为超越有限

以追求无限进人一种自由境界
,

这也正是审美境界
。

在此基础

上
,

几个基本范畴被提出
,

最主要的还是诸如
“

言不尽意
”

王

弼 《周易略例明象
、 “

形神问题
” 、 “

名教与自然
” 。

在对这

些问题的讨论中
,

不难看出
,

魏晋玄学完全抛弃了两汉时期俄

纬学的樊笼
。

把一种新的气象带进了中国学术 而它的对各个

范畴的讨论方式也成了中国古典理论的一个标准
。

至此
,

思辨

色彩进入了中国学术理论中
。

并且
,

我认为
,

魏晋玄学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人格的

理想作为审美来看待
。

集中体现在阮籍的著名范畴
“

越名教而

任自然
” 。

也就是说
,

审美的终极还原至人对自身的鉴赏
。

一

旦达到这种境界
,

就进人完全自由的状态
,

超越了有形的
“

名

教
”

而
“

任自然
” 。

进而魏晋玄学通过郭象
、

向秀二人
,

把道

家思想带了进来
,

使那种
“

越名教而任自然
”

的豁达人生更加

地出世
。

这种出世精神比较鲜明地表现在陶渊明的诗中
。 “

出

世
”

不是
“

厌世
” ,

而是一种心境
,

这种情况可以导致美学上

的极度自由
,

也恰恰就是玄学上升至人格美学的契机
。

我想说的就是由魏晋风度所表现出来的由玄学而最终导

致对人的关注
。

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伦理范畴
,

但是魏晋玄学

所产生的
“

超功利
”

审美境界
,

正好是由个体自然行为的道德

境界而来
。

秘康的
“

无是无非
”

的人格理想
,

就已经完完全全

是美的同时也是善的了
。

、

隋启佛举

由于禅宗的独特体系
, ,

以及过于复杂的线索
,

当另讨

论
。

故本文将不作涉及
。

此标题下只讨论从天台宗至唯识宗的

美学思想

依据 《法华经 》的天台宗注重
“

定慧双修
” 、 “

止观并举
” 、

从彗文至智岂页
, “

一心三观
”

至
“

一念三千
” ,

无非都是把一

切人类认识归结为一个念头的偶然萌现
,

所以
“

若从一心生一

切法者
,

此则是纵
,

若心一时含一切法者
,

此即是横
。

纵亦不

可
,

横亦不可
,

只心是一切法
,

一切法是心故
· · ·

⋯ ⋯非识所

识
,

非言所言
,

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境
”
《摩河只止观

。

在这

里
,

宗教神秘心理己转化为审美内涵了
。

因为内在的审美在一

子们上课的时数
,

一般每周不会超过一小时
,

大量的时间都是

练习
。

老师教得再好
,

学生不练琴是没有成效的
。

而此时家长

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

有人讲 孩子学琴
,

等于大人在学琴
。

此话并不过分
。

因

为孩子小
,

不能完全领会老师的意图
,

所以小孩学琴时大人也

要跟着一起学
,

认真领会老师的要求
,

才能起到辅导他 她

们正确练琴的效果
。

另外
,

孩子在练习时不能养成坏习惯
。 “

不

怕慢
,

就怕错
。 ”

因为一旦练错了比不练还糟糕
,

不练琴就无

法进步
,

但练错就得花大量的时间去改
。

因此孩子学琴一定要

方法对
、

路子正
,

找个好老师
。

另外
,

家长在辅导孩子练琴时

还要注意不能让孩子太过于依赖家长
,

要培养他 她 们能够

独立练琴和自主发现错误的能力
,

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让孩子

更好的学习古筝的作用
。

六
、

教学形式

现在的古筝教学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进行的
。

如有条

件的话
,

教师可以在每一段时间内安排一次集体课
,

这样我认

为会对老师的教学和孩子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

原因如下
、

通过集体课可以使孩子自幼养成互相学习的好习惯
。

、

集体课可激发孩子学习兴趣
,

提高学习积极性
。

、

有利于锻炼孩子们的胆量
。

、

便于从中发现好苗子
,

重点培养
。

、

通过练习齐奏
、

合奏
、

重奏等
,

可锻炼儿童的合作能

力
,

从心齐达到手齐
。

、

便于老师发现每个学生的不足并能及时进行纠正
。

以上就是我对幼儿古筝教育的几点体会和建议
。

余 ,

总之
,

古筝的幼儿教育是一门新课题
。

教师要看到今后

发展的大趋势
,

不失时机地做好这一工作
,

为中国古筝事业的

发展尽 自己的最大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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