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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专业的古筝教学

内容提要 音乐院校音乐教育专业开设古筝选修课
,

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让学生多掌握一种民

族乐器
,

为培养复合性的音乐教育人才
,

打下 良好的基础
。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实施
、

完成教学计

划
,

必须在教学方法
、

教材选用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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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专业是培养音乐师资力量
,

发展音乐

教育事业的一门特殊专业
。

因而
,

要求培养对象不

仅在德
、

智
、

体
、

美
、

劳方面
,

而且在专业上也应多方

面
、

全方位的发展
。

音乐教育专业的古筝教学
,

有着明确的 目的性

和实用性
。

古筝教学对学生不仅仅是陶冶情操
,

提

高对民乐的审美能力
,

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将来走 向

社会
,

担负普及古筝教育打好基础
,

重点在于培养他

们进行古筝教学的一种能力
。

针对他们的专业特

点
,

教学必须有针对性
、

合目的性和灵活性
。

一
、

教学方法

目前
,

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是以钢琴
、

声乐

为主要专业
,

古筝则以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自愿选修
,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不能完全放在古筝这

门专业上
。

另外
,

音乐教育专业 的学生学习时间也

仅仅只有 年
,

所以
,

因材施教和教学节奏的把握就

成了搞好教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几年的学习和教学中
,

最大的感受就是因材

施教将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

在教学中急功近

利
、

齐头并进是不能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智能和潜力

的
。

教学节奏的快与慢
,

关系到学习质量 的好坏和

高低等问题
。

古筝教学节奏的快慢是必须在
“

好
”

的

基础上再来掌握的
, “

好
”

就是质量
,

没有
“

好
”

的
“

快
”

就失去了意义
,

有了
“

好
”

的慢就比
“

快
”

更值得
,

但是
“

慢
”

并不是我们的目的
, “

快
”

才是我们的愿望
。

由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年岭大多在 一熟 岁

之间
,

他们的理解能力较强
,

学习更具有主动性
,

所以

我们在教学节奏上要作合理
、

科学的安排
。

在整个学

习过程 中
,

其学 习 节奏一般是慢 早期 —快 中

期 —慢 后期
。

早期的
“

慢
”

是为了打基础
,

是最

重要的一个阶段
,

不宜急
,

宜慢宜稳
,

只有打好基础
,

掌握了正确的演奏方法
,

才能更好把握作品
。

一般早

期的基本功训练时间安排为 年至 年半
。

在教学

过程中
,

教师抓住古筝演奏方法的基本规律进行教

学
,

训练学生的基本功
。

比如手指的灵活训练
,

手腕

手臂的放松
,

以及古筝的各种演奏技法等
。 “

量体裁

衣
” ,

教师做到心中有数
,

不可迁就学生急于求成的心

理
,

即使在对待进校前有一定基础的学生
,

也要注意

演奏方法的正确与否
、

基本功的扎实程度等等问题
。

同样要求学生经过一个相对慢节奏的训练阶段
,

只是

在时间的安排上略有不同
。

在这个阶段
,

教学可采取

上集体课的形式
,

两人或三人一起上课
。

这样不仅可

以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
,

并能在观摩中提高 自己
,

互

相指出优缺点
,

探讨如何正确地演奏
,

培养学生的教

学能力和教学方法的应用能力
。

中期是学习提高的阶段
,

也是时间较长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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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时间安排大致在学生大学二年级至三年级这

两年间
。

其教学进度 比较快
,

当然也要根据学生 的

具体条件和接受能力的快慢而定
,

不能一概而论
,

强

行拉平
。

在此阶段仍然需要强调基本功的训练
,

快

与慢交替进行
。

另外
,

由于性格
、

生理
、

心理等各方
面的差异

,

每个人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

例如
,

有
的学生接受能力强

,

学习刻苦
,

能够很快达到甚至超

过老师的要求
,

这时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智能
,

学
习进度要稍快

,

但必须是在好的前提下才能快 有的

学生接受能力差
,

但学习刻苦
,

对这种学生要善于诱
导

,

耐心教学
,

加强基本功和视奏的训练
,

帮助改进

学习方法
,

提高学习效率 那么在对待一些学习不刻

苦
,

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
,

教师就应注重教学能力的

培养
,

使他们即使自己不能达到演奏要求
,

但要知其
所以然

,

掌握演奏方法和演奏技巧
。

总之
,

在教学中
,

教师应该针对不同问题从多方
面设法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

,

尽力挖掘学

生的学习潜力
,

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
,

使学生们都能
学有所得

,

学以致用
。

中期的授课
,

宜采用个别课和

集体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
,

针对个人问题进行解决
。

教师通过一定时间在教学中观察和总结出学生的基
本类型

,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

不仅能使好学生发挥
出他们的潜力

,

对于差生也要使其掌握正确的演奏
方法和教学方法

。

在教学的后期
,

学习时间大致只剩一年左右
,

学
生们的技巧训练分量加重

,

因此这个阶段的速度一

般也比较慢
。

教学上一定要注重学生技术表现力和

艺术修养的培养以及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
。

教师要

善于引导
,

帮助学生提高得更快
,

为走向社会打下 良

好的基础
。

二
、

教材的选用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传统的古筝
教学以

“ 口 传心授
”

为主
,

学习 内容上也更多的采用
“

以曲代功
” 。

虽然现在大多数古筝教师认为
“

以曲
代功

”

这种形式不好
,

而采用
“
以功代曲

”

的形式
。

但
我个人认为

,

作为对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
,

这一形式

也不是不可
,

因为他们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有限
,

花太

多时间练习基本功是不可能的
,

所 以对待他们的教
学可采取

“ 以 曲代功
”

和
“
以功代曲

”

相互使用的方

式
。

教材的选择要少而精
,

近几年古筝乐谱的出版

逐渐增多
,

教学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

这对繁荣古筝艺
术

,

提高教学质量
,

使古筝教学逐步向科学化
、

系统

化
、

规范化方向发展将起积极的作用
。

古筝教材包括练习曲和乐曲两个部分
。

二者的

安排科学与否
,

关系到教学的进度
。

一般练习 曲安

排在乐曲之前为宜
。

早期 的学习
,

主要是基本方法

的训练
,

当然这时的基本功并不是技术难度很大的
,

只是最基本的指法和技巧
,

如
“

勾托抹托
” 、

拂
、

历
、

泛
、

颤
、

滑
、

按
、

点
、

琶音和弦等
。

练习 曲可 以选择一

些旋律优美的小曲作为练习曲
,

来提高学生的兴趣
。

乐曲部分可 以挑一些各家各派的有代表性的小曲子

和一些简单的现代创作曲
,

如《高山流水 》
、

《三十三

板 》
、

《剪绽花 》
、

《西江月 》
、

《渔舟唱晚 》
、

《自由花 》
、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
、

《浏阳河 》等等
。

总之
,

早期的

学习除了训练基本方法外
,

更要注重教学能力的培

养
。

教师在教授基础知识和技巧 的时候
,

一定要认

真备课
,

做好教学笔记和示范
,

让学生在课后做好听

课笔记
,

以备今后工作所需
。

另外
,

在中期的学习中
,

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视奏

能力
。

练习曲部分要加进一些新 的技巧和手法
,

如

摇指
、

点弹
、

分指练习以及双手的配合练习等等
。

从

表面看似乎与当时学习的乐曲脱节
,

实际上是为后

阶段乐 曲的学习做好技术准备
。

如果脱离这一环

节
,

那么在遇到乐曲中技术性强的地方和技巧部分

就不能得心应手
,

影响学习的速度和视奏能力的提

高
。

所以说练习曲的学习是很有必要 的
,

也需要放

在乐曲之前
。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学生完全练练习

曲
,

练习曲的训练只是手段
,

弹奏好乐曲才是 目的
。

一切练习曲的编写与训练
,

都是围绕着能更好地表

现乐曲而进行的
。

没有乐曲
,

仅有技术
,

将失去学习

音乐的意义
。

因此
,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

这时期的练习曲的教材可选用《古筝人门》
、

《杨

娜妮古筝教程 》中的部分练习曲和其他教程中的练

习曲
。

也可针对学生的问题选一些有代表性
、

针对

性强的
,

最好可以自己编写
,

使学生能顺利地克服各

自的困难和毛病
,

同时还应有 目的的摘取乐曲中的

片断作为基本练习
。

这样最显著的好处就是能集中

地解决学生某一技术难点
,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

在整个练习曲中穿插一定数量 的乐曲
,

会使练习 曲

的形式和内容更全面
、

更有生气
。

乐曲部分的选择

一定要做到少而精
,

传统曲 目可选择一些各家各派

的经典曲目
,

如《寒鸭戏水 》
、

《河南八板 》
、

《云 庆 》
、

《高山流水 》
、

《平沙落雁 》等等
。

创作曲部分选择一

些曲调优美
、

内容丰富的乐曲
,

如 浏 阳河 》
、

《洞庭新

歌 》
、

《香山射鼓 》
、

《秦桑曲 》
、

《茉莉芬芳 》等曲目
。

作为音乐教育专业 的学生
,

由于时间和精力所

限
,

所学的曲目不可能很多
。

各种流派的筝曲要让
学生有所了解

,

创作曲 目中常用的技巧 和手法也要

贯穿于教学之中
。

所 以教师要精选教材
,

让学生能

在较短的时间内
,

掌握古筝的基本常识和演奏技巧
,

为以后他们从事古筝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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