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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学古筝
,

多方面的环境是重要的
,

本文

尤其指出家长在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

家长的

作用主要表现在激发幼儿学筝兴趣
,

创造良好

的练琴环境
,

帮助孩子理解老师的教学
,

督促和

辅导练琴以及培养孩子的文化修养等诸多方

面
。

近年来
,

国内各城市中逐渐掀起一股
“

学琴热
” 。

这

股
“

学琴热
”

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和人

们物质生活的改善
,

同时也体现了我国人 民对提高文

化素质
,

培养包括美育在内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迫切

愿望
。

其中学习古筝的热潮正方兴未艾
,

幼儿习筝的热

情也越来越高
。

幼儿学古筝
,

需要老师
、

家长
、

学生三方面配合
。

幼

在学习古筝的过程 中
,

老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

固然重要
,

但家长对孩子的调教和科学的辅导也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
。

因为
,

以幼儿为对象的教学和辅导与青

少年有较大差别
,

更不同于成年人
,

所以应特别讲究因

材施教和有针对性地辅导
。

在教学中
,

我们往往会遇到

两种情况 一种是虽然孩子 自身的素质不太理想
,

但家

长满腔热情且辅导有方
,

可 以弥补素质的不足 另一种

是孩子虽然先天条件很好
,

但家长辅导不认真且不得

法
,

往往会影响
、

阻碍孩子的学 习进步
。

为了使孩子学

好古筝
,

家长必须掌握一套科学的
、

行之有效的辅导孩

子练琴的方法
。

鉴于此
,

我分别从下面几个方面谈谈家

长在辅导孩子练习古筝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
、

激发幼儿的学筝兴趣
对古筝感兴趣

,

并喜欢上这种乐器
,

这是幼儿学好

古筝的首要条件
。

兴趣是一种心理倾向
。

人有某种兴趣

就会对某项活动表现出肯定的情绪
,

如对文学有兴趣

的人
,

就会爱好文学 对体育有兴趣的人
,

就喜欢打球
、

跑步等体育活动
。

同样的道理
,

让幼儿对古筝感兴趣
,

是他们学好古筝的内在动力之一
。

那么幼儿学习古筝

的兴趣从何而来呢 一般来说有两种 一种是孩子对古

筝有一种天生的喜爱
,

或者说是对音乐的一种偏爱
。

这

类孩子平时便喜欢唱歌
、

跳舞
、

听音乐
、

音乐感强
,

看见

有古筝
、

钢琴或其它乐器时喜欢拨几下或弹几个音 另

一种是靠后天培养出来的
。

对此
,

家长可先让孩子听听

老师的弹奏
,

老师可弹一些幼儿 比较熟悉的曲子
,

或者

请别的会弹奏的小朋友表演给孩子看
,

使 她 有一种

心理 —
“

别的小朋友会弹筝
、

我也要会弹
。 ”以激发起

自己小孩 的学筝兴趣
。

另外对孩子喜爱古筝的一些举

动一定要予 以鼓励
,

如 有的孩子喜欢在古筝上胡乱弹

几个音
,

或者模仿电视上一些演奏家的演奏动作
,

这些

都是对筝感兴趣的表现
,

家长应及时鼓励
。

如果幼儿对

学筝产生了兴趣
,

他们就会 自觉地
、

兴致勃勃地去学

筝
。

否则
,

幼儿学筝就可能是外表化的
、

勉强的
。

所以家

长除辅导 自己的孩子刻苦而有效地练琴外
,

还应该进

一步培养孩子喜爱学筝
,

即学筝的兴趣
。

二
、

创造良好的练琴环境和愉快的练琴气

氛

创造清洁
、

安静
、

舒适的练琴环境和愉快的练琴气

氛
,

对幼儿练好古筝有着直接的影响
。

为 了使幼儿集中

精力
,

孩子练琴时最好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

房间要干

净
、

明亮
。

孩子练琴时其他人不宜来回走动
,

更不能有

电视
、

音乐的干扰
。

另外
,

家长要培养
、

创造愉快的练琴

气氛
,

要 以鼓励
、

表扬的方式为主
,

了解幼儿的心理
,

让

孩子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练琴
。

孩子的注意力一旦分

散或不集中时
,

不要强迫孩子练琴
。

强迫练琴
,

粗暴斥

责
,

甚至动用武力会给孩子造成过重的心理压力
,

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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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们对学筝产生畏惧心理

,

适得其反
。

所 以家长应营造愉

快的
、

轻松的练琴环境
,

这是提高练琴效果的最佳选

择
。

但是要避免另一种情况
,

就是 家长一味地宽松
,

一

味地凭幼儿的兴趣学筝
,

那么孩子一点压力也没有
,

显

然这也学不好古筝
。

这里关键是要掌握好一个
“
度

” 。

三
、

掌握科学的练琴方法

我们都知道弹奏古筝是一种包含着视
、

听
、

运动等

多种感官与大脑思维中枢协同作用的有意识的心理活

动
。

这种心理活动需要把技能操作与形象思维结合起

来
,

也就是说
,

弹奏古筝需要经过大脑的智力加工
,

才

能由手指弹出
。

所以
,

如果孩子不通过思考和领会
,

是

不可能学到东西和弹好古筝的
。

因为幼儿的年龄尚小
,

理解能力也差
,

这就需要家长的密切配合 —家长有

时就要充当
“
二传手

”

的角色
,

把老师课上的要求慢慢

地传输给 自己的孩子
。

认真记笔记
,

按老师要求进一步练习
。

古筝的教学一般分为个别课与集体课两种
,

但无

论是采取哪一种上课形式
,

家长都应记笔记
,

以便回家

按照老师的要求督促孩子练琴 每次固定一人带孩子

上课
。

家长还可以在小孩学筝的同时与他一起学习
,

这样可形成一种相互的促进
。

每天练琴的时间必须保证
。

家长在督促和辅导孩子练琴时
,

时间一定要保证
,

并形成一定的规律
,

切不可
“

三天打鱼
,

两天晒网
” ,

这

也是锻炼幼儿意志力的一个方面
。

由于幼儿的年龄较

小
,

注意力不容易集中
,

因此幼儿的练琴时间不宜过

长
,

一般练 一 分钟
,

如早上时间比较紧张
,

一般可

以练一次琴
,

这时可练
“ 四点

” 、 “

琶音
” 、 “

摇指
”

等基本

技能 到了中午和晚上每次再练 一 分钟
。

这样每

天坚持
,

练琴的时间量达到一定的标准
,

就一定能提高

学习效率
。

这里必须强调
“

每天坚持
” ,

尽量不受其他事

情的干扰
。

当然
,

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

每次练琴的时

间应适当地延长
。

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和做到有 目的地练琴
。

每天必须拿出一个整块的时间来练习基本功
,

这

是十分重要的
。

扎实的基本功是学好古筝的基础
,

基本

技能的练习方法必须正确
,

并做到持之以恒
,

这样才能

收到效果
。

用整块时间不断地正确地重复这些练习
,

一

定能练出很扎实的基本功
。

另外
,

每次练琴一定要有 目

的性
,

有 了 目的性
,

就有 了一个明确的 目标
,

练琴就有

了针对性
,

每次练习就可 以解决一个问题
,

这样就可以

循序渐进
。

比如练基本技能中
, “

摇指
”
的爆发力须反复

练习短摇
,

有一定的爆发力了
,

再练习
“

长摇
” ,

这就使

练习有了一定的目的
。

一般来说
,

每个古筝学生每星期

只上一次课
,

与老师见面的时间很有限
,

老师在课上要

求学生所要做到的
,

只有靠学生平时通过正确的
、

科学

的
、

有 目的地练习才能解决
。

练习古筝乐曲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①练习乐曲是对学生音乐
、

技术能力的综合性培

养
,

这就需要我们家长要启发孩子
,

做到用
“
心

”

去练
,

做到技术与心灵的统一
。

老师布置了一首新的筝曲后
,

家长应带领孩子先把乐曲来视唱几遍
,

做到音准
、

节奏

准确
,

并规范指法
,

也可把指法标在乐谱上
。

通过视唱
,

使孩子对旋律
、

乐句和乐曲的风格有所 了解
。

②在弹传统筝曲时
,

家长应让孩子多听一些传统

筝曲的磁带
,

或看一些相应的
,

多感受这些筝曲

的风格和韵味
。

此外
,

家长应带领孩子一起来分析一下

乐曲的结构
。

如很多筝曲都是由
“

引子
、

慢板
、

快板
,

再

现
”

等段落组成的
,

那么在孩子练琴时
,

可根据这些段

落把乐曲分割成几部分进行逐一练习
。

也可将技法较

难或指法较难的段落挑出来慢练
,

以达到一定的
“

量
”

和
“
强度

” 。

这样
,

孩子的练习就更有针对性 了
。

③慢练也是必须强调的
。

慢练是为了使孩子对旋

律
、

乐句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

并能使手指的每个关节都

活动得很充分
,

充分调动手指各部分肌肉的功能
,

使手

指充分活动开
。

慢练还可以使大脑指挥手指有控制的

练习
。

④在练习乐曲时
,

要很好地表达乐曲的情绪
,

注意

乐曲中的音乐术语和表情记号
。

家长要调动孩子能把

情绪和情感更充分地
、

完美地表达出来
,

做到有表情地

演奏
,

这也就是所谓的
“

乐感
” 。

四
、

对家长的几点要求
、

带孩子浏览名胜古迹
,

多接触大 自然
,

以陶冶其

艺术情操及增强其音乐的感受力
。

、

让孩子多看
、

多听一些有关的电视和音乐会
,

使

孩子拓宽眼界
,

增加感性认识
,

并激发学琴的积极性
。

、

让孩子多读适合儿童的课外读物
,

加强文学修

养
。

综上所述
,

幼儿能够成功地学好弹筝技能的关键
,

不仅在于老师认真的教学态度和有效的教学方法
,

还

在于学生和家长的配合
。

家长与老师
“

幕前幕后
”

搭档
,

让孩子有一个 良好的学习环境
,

这样便能使古筝
“

教
”

与
“

学
”

的质量得到更有效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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