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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古筝是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以下是我从如何
学好教好这门乐器入手进行了如何学习古筝、如何练琴、家长如
何辅导孩子以及教师怎样才能做到一个合格的古筝教师等三方
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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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我国最具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自古就有“弹筝奋
逸响，新声妙人神”的佳句，古典通俗的融合，优美典雅的音韵，
动人美妙的特质，展现着古筝音乐的无穷魅力，古筝独特的风味
韵致，西方把它称之为“东方钢琴”，是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也
是民族文化的瑰宝，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古筝是中国的国粹，一
曲《高山流水》沁人心脾，“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音符诠释情
感，情感进入美景，心静如水，益智闲情，琴声响起，满室生香，温
情四溢，这如此美妙的音乐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奥妙呢，我们又该
如何教授和学习它呢，下面我就我的学习与教授古筝的经验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一下。

１　在学习古筝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１）“无规矩不成方圆”。一首美妙的乐曲当然离不开正确

的节奏，节拍，乐句的划分，再者就是我们弹琴的基本动作、姿
势、手型、出弦的快慢，臂重、弹琴的角度、力度、速度等等这些基
本因素，再者就是声音的衔接，动作的转换，如果刚开始学习古
筝忽视这些问题那么将没有真正的音乐可言。（２）指法的确
立。练一首新乐曲时确立指法前要非常的谨慎，指法对弹奏的
影响比一般习琴者认为的要重要的多，但是一旦确定了指法，那
么在以后的练习里一定要严格做到，尽快的养成弹奏的良好习
惯，不要随便的否定或接受书上其他演奏者的指法标注，一定要
明白一个指法的含义以后再接受它或否定它，一个不好的指法
常常包含了指法连用，安排指法要特别的注意，所谓指法连用就
是右手的统一指接连的使用（除了劈指），所以一定要交替使
用；左手同样有这个问题，同一弦上的同一指可以连用，但是不
同弦之箭的一定尽量避免。（３）如何练琴。每个阶段以致每次
的练习都要有清晰的目的，如果练习的是七声音阶，那么可以考
虑练习目的是音阶的起伏还是速度或是其他的目的，然后再考
虑通过什么样的手段练习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练习才能
算是高效率的练习。如果练琴的时间不很多，但是又有几个练
习类型要练习，那么应该以此就集中练习一个类型，下次再集中
练习另一个类型，这样的效果要好于一次练习好几个不同类型
的练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乐曲的练习。慢速练习的意义是
非常大的，但是要注意在慢速的练习时，音乐的乐句呼吸和起伏
同样也要做出来，不然到了乐曲正常速度的时候，这些就会因为
养成了习惯而做不出来了，而且因为慢速练习在练习里占很大
的成分，如果不注意音乐的表情，将会养成很不好的习惯，慢慢
的音乐就失去了活力，同时，我们在强调慢练时也要注意手指的
力度、强弱，如果真的慢不下来那么我们就用节拍器来作为速度
的衡量，然后逐渐的在乐谱弹奏正确无误，每个音都很清晰的基
础上去加快速度，每次加快５拍或者１０拍，这样慢慢的速度就
会提升上来，弹奏的质量也保证了。

在不能准确的完成乐曲的每一乐句的节奏下，先不要做一
些自由式的处理。任何一个演奏家对某一部分自由处理时，他
也可以弹奏那个部分的准确节奏，在明白准确节奏的基础上做
自由处理，才是有源之水，时常见到很多学生问，老师我们应该
弹什么，我们适合弹什么，如何选择练习曲或乐曲，没错“选择什
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弹奏”，就是说用什
么样的方法来练习或演奏；而最为重要的是“表达什么”，即使
有很好的乐曲，有很好的技术去操纵它，但是如果忘记了要“表
达什么”，这样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其实这种情况在古筝演
奏中相当的常见；由于古筝的某些曲目的演奏技巧有很大的难
度，为了完成好一首乐曲，我们会对很多技术或处理的细节花费
大量的精力和注意力，在细节的雕琢中，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
要演奏音乐了———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他在弹奏，但是他不知

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任何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弹奏的音乐
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表达它，如何弹奏好一首乐曲也要
量力而行，不要好高骛远而忽视基础。

２　家长辅导孩子练琴的具体方法
当孩子开始学琴后怎样辅导孩子练琴有事让家长费神的事

情，而很多学龄前的儿童因为不识字有些曲目内容还需要大人
的讲解，所以这时候家长就要做好学琴的笔记并记下老师的要
求，以便正确辅导孩子练琴。下面是我想到的一些具体的方法
和建议。（１）每天最少让孩子练琴３０分钟，如果孩子注意力不
集中可以分两次练习，每次１５分钟，当然，还在每天能练习１个
小时是最好的，但是，幼儿注意力不够集中，少年的作业又很多，
因此导致孩子是在挤时间练琴。因此，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强调
我的学生最少每天要练３０分钟，循序渐进，千万不能回课之前
苦练一天，这样效果不好，因为量变的积累才会有质变的发生。
（２）五岁以下的孩子家长跟着一起上课，并作记录，写下孩子所
弹奏的曲目应该注意的问题，孩子在弹奏错误时家长可以指出
来，或者能察觉到声音效果与老师所要求的不一样，并进行指
正，练琴时家长最好坐近一些，这让孩子有安全感，有条件可以
和孩子一起练习，提高学习的兴趣，孩子练琴的时候尽量家里没
有任何干扰因素，让孩子专心致志的练琴随时纠正不正确的练
琴姿势，特别是练习的技巧。（３）每天记录练琴的情况，进行小
结，及时的表扬批评，肯定进步，指出方向，比如说：如果认真练
习、提高练琴的效率和质量就会越来越好。成为未来的小小音
乐家。（４）不能粗暴的打孩子，更不能把演唱练琴时间作为对
孩子的惩罚。更不能给其物质的许诺，这样孩子会有依赖性，会
为了某种目的而去练琴。不要再孩子面前议论古筝老师的短
处，因为在孩子心中，老师都是值得尊敬的，不要因为其他因素
影响了教师在孩子心目中的伟大形象，不要在别的孩子面前批
评自己孩子弹的不好，技不如人，这样孩子的内心会很失落，或
者倍受打击而产生抵触的心理，因此而不在喜欢弹琴。（５）不
要在孩子弹到一半时停下来改错，等孩子完整的演奏完再纠正
错误，做重点的练习，弹的好的地方给予表扬，不好的地方委婉
的让起进行改正，孩子有思想情绪，疲倦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强迫
练琴，有条件给孩子制作一些练琴的录像或音像带子，让他自我
欣赏一下，增强成就感和明白不足的地方，培养自我鉴赏能力。
孩子完成老师指定的曲目作业以后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孩子学
过的拿手的小作品进行演奏，这样可以激发孩子的表演欲望而
且温故而知新。（６）与孩子一起根据乐曲的标题、旋律色彩等
创设一些意境，培养孩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学习古筝是融合技
巧练习，基本乐理知识、表现力、理解力为一体的实践过程，而老
师每个礼拜的上课时间有限，大量的时间是在家长的辅导下由
孩子自行实践、操练，孩子人小，自制能力差，家长的陪练方法至
关重要。

３　做一个善于思考合格的老师
在古筝教学中，如何教孩子，怎样教，成了我们古筝教师应

该思考的问题。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但是大家的目的是
一样的，就是如何才能弹奏出优美的旋律，学好古筝这件乐器，
掌握一技之长，这就要求我们教师有很好的教法和经验的总结，
针对不同的孩子总结出一套好的教学方法，演奏与教学俱佳的
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下面，我就我在教学中的一些小小的经
验作以下总结。

（１）音乐源于生活：从孩子的兴趣出发，从生活出发，弹孩
子耳熟能详的歌曲，孩子刚开始学古筝的时候，为了能调动她的
兴趣让她喜欢这个乐器，喜欢弹奏这件乐器，我们可以教她们会
唱的儿歌，或者她们正在学的音乐教科书上的歌曲，这样可以完
全的调动他的积极性，他会觉得能弹奏出自己会唱的歌曲很是
骄傲，这样会很大程度上的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的学
习有一个良好的开端。（２）从一开始学琴就让孩子养成一个好
的习惯：让她知道正确的演奏方法，演奏姿势，演奏手型等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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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旦养成不好的毛病将很难改正过来。（３）做孩子的良师益
友：在课堂上老师严肃认真，有老师的一面，在课下可以做孩子
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游戏唱歌，聊天，让孩子和自己拉近距离，有
朋友的一面。（４）让孩子做小老师，孩子教孩子更能促进他们
的学习：我在给幼儿上大课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一个孩子
练琴出现问题问我时我不做回答，而是让令一个弹奏比较好的
孩子去对她进行指导，告诉她应该怎样弹然后我再进行指导，我
发现在这个过程之中教的孩子与学的孩子都非常的认真，这样
二者都有很大的提高，都对自己的乐曲更加了解，教的孩子因为
自己当了“小老师”也很有成就感。（５）因材施教：根据孩子的
性格和年龄选择乐曲，我有很多高考的学生，在他们每年的高考
之前给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曲子成了我头疼的问题，因为曲子的
选择直接关系到他们高考的成绩，所以我很是慎重，性格比较开
朗的孩子我一般都给他们布置比较热烈能发挥他们长处的曲
子，性格内敛的孩子我一般都给他们布置一些传统的乐曲，对于
孩子，像《亲桑曲》这样的作品他们难以理解，也很难弹出其中
的韵味，对于成年人或者老人让他们弹一些儿歌就更没有必要
了。（６）根据学生的能力适当的布置作业：孩子的灵性和学习
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上了初中之后由于作业的繁忙因
此练琴的时间就很少，布置了太多的作业他们也难以完成，有的
小孩子布置的作业多了他们的能力有限也许也无法完成，或者
完成了质量不高，因此，我在给每个学生上了一段时间的课的时
候都会进行观察，看他们完成作业的质量进行询问是否是作业
太多或者没有时间练琴还是练了没有达到老师的效果，我会根
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在以后的作业布置中进行注意，根据学
生的程度和能力布置他们能够游刃有余的完成的作业。（７）让
学生多方面发展：学习音乐的人都知道，无论学习什么乐器音乐
理论和视唱练耳（耳朵的训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正确的音乐
理论，音乐术语都不了解怎样能弹出好的乐曲呢，没有一个好的
音准和耳朵如何才能分辨自己弹奏的音准是否正确呢。因此我
在教学中会让学生边唱边弹，（音太高的可以低八度演唱）锻炼
其视唱练耳的能力，也可以一周上两堂课，对程度相同的学生进
行大课的音乐理论知识的讲解和视唱练耳的教授，这样对他们
学习古筝是大有裨益的。

４　努力做学生的好朋友，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
学琴是个枯燥的事情，怎么才能让学生保持住兴趣努力学

下去呢？这是我们老师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学生，尤其是年龄
比较小的学生，例如五岁到十岁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还有十岁到
十五岁年龄段的学生，都该如何了解他们的心理，从而给予正确
的辅导呢？比如五岁的孩子集中力不是很强，很难在椅子上稳
稳的坐上一个小时，所以，就要灵活的安排上课的时间和节奏：

１）先从每节课４０分钟开始，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年龄的增长
再加时间。２）在曲目选择上也要尽量找适合５岁孩子的曲子，
比如刚刚学习就可以选择《两只老虎》、《小兔乖乖》这样他们听
过的曲子来练习，减少枯燥的感觉。３）每节课的指法不易过多，
过难，由浅入深，谆谆诱导把学生学习古筝的兴趣培养起来，慢
慢的学生就自主练琴了。４）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学生，尤其是女
孩子，很多比较内向胆小，开始的几节课尽量先和她们做朋友，
要用温柔的语气和态度让学生放松，尽快投入到学习中。５）在
初级学习过程中，年龄较小的学生很容易产生放弃的心理，从而
拒绝练琴或消极练琴。这个时候教师就要和家长沟通，与学生
聊天查明不想继续学习的原因，再根据原因给予帮助，鼓励，打
消学生想半途而废的心理，让学生积极的去学习。６）对于十几
岁年龄段的学生，更要注意观察她们的心理变化，因为正值青春
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主张。这个时候，老师就要除了正常上
课还要额外的找学生聊天，了解她们最近的学习和生活，从而帮
助她们疏导情绪，建立正确的人生观。７）对于学到中级不想再
学习的学生，要多次的谈话，了解不学的原因，如果是主观原因
就尽量鼓励学生持之以恒，不要半途而废，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教育学和心理学密不可分，只有掌握了学生的心理，才能在
学琴的过程中，解决学生的问题，培养他们的兴趣和万事有恒的
精神。总之，学好一门乐器除了要选择一位好的老师之外还要
有正确的练琴方法和肯下苦工的刻苦精神，再就是孩子的天赋
和灵性了，教学相长，在教的过程中也会从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
西，希望所有教古筝的老师和学习古筝的学生都可以从古筝这
个乐器中学到人生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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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７３页）科学技术的进步。［４］艺术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
的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样需要媒介平台与艺术的手法去

表现。用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实现人脑的“认知”世界，在有限的

时间与空间中造出无限的感觉，这就是艺术与媒体的力量。

３．２　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在视听媒体传播中的体现
（１）传播扩展粒度。量子力学理论反映在媒体作品制作上，

也是有迹可寻的。在动态影像类作品制作时不妨提出一种假设：

播放时，按事物原始的存在方式记录时，所进行的是匀速运动，所

拥有的速度是一个常量，而在艺术表现的时候经常需要不同程

度的变速。按照量子力学的方法，是频率乘以常数，结合人眼分

辨事物的生理频率，需要的是一个参数来衡量传播的粒度，称为

传播扩展粒度：

Ｒａｔｉｏ＝Ｆｒａｍｅ／２４
其中Ｒａｔｉｏ＝质量比率；Ｆｒａｍｅ＝拍摄时记录的帧数；２４为人

眼分辨动态影像的频率。

如果所得的Ｒａｔｉｏ值较大，客观上说明所得的数字影像频率
越高，记录事物的细节越强，同时也说明在某段时间的信息流中

人们所能获取的信息量越大。主观上说明，与人眼所看到的连续

动态影像的最低值区间越大，人在其中可以操作的空间也越大，

即人可以实现个人意愿的可能越大，同时对资源与素材进行整

合的可能性越大，最终实现脑海中蓝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艺

术的诠释形式就越好，反之亦然。例如按照自己的意愿抓取随机

状态图片、洞析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到关键问题所在等等。

传播扩展粒度Ｒａｔｉｏ值代表。
（２）流媒体技术。流媒体技术是把影像和声音信息放在网

络服务器中，可以让用户不需要等待视频文件下载完整即可以

观看视频，即宏观上的一边下载一边观看，这样的网络传输技术

称为流媒体技术。

在传输过程中，主要利用传输技术，在之前提到的传输媒体

与存储媒体上，将文件分成不同的网络数据包，利用每个数据包

的标识，下载后在缓冲区进行排序，之后进行播放，这样在宏观世

界中客户便可以看到流畅的视频。流媒体技术将资源分为很多

份，每份与每份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每份的大小也依据数据量的

大小而不同，每份发射和接收的情况也依据网络的情况而表现的

并不连续。其间极大的体现了量子力学相关理论，同时在传输速

率与视频发送与接收端的数据整合也加入了相对论中时间维度

的设计。

综上，媒体、艺术与科学相得益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用科学的眼界看待媒体与艺术，将科学的研

究方法带入二者的研究当中，使其得到更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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