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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简述学习古筝的意义
,

然后结合这几年古筝教学的实践
,

浅谈儿童古筝教学的几点体会
,

并归结成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教学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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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儿 学习古攀的愈义

古筝是民族音乐的瑰宝
,

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早在战国时期已

广泛流传于民间
。

由于它形制古朴典雅
,

声音优美动听
,

因而深受家长和

儿童的喜爱和欢迎
。

而引导儿童学习古筝
,

激发儿童学习古筝的热情和渴

望
,

对培养儿童热爱民族音乐
、

充分感知中国筝文化的丰厚底蕴
、

提高他

们音乐素质和其他方面的综合素质
,

有着其它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

科学研究成果表明
,

当儿童演奏乐器时
,

由于左右手指经常运动
,

使得

反应更加灵敏
,

智力得到开发
。

这种智力的促进和发展既表现在反应灵敏
、

思想开阔上
,

也表现在观察力敏锐
、

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等方面
。

从生理上

分析
,

儿童在演奏乐器时
,

美妙的音乐影响其情绪
,

情绪又影响荷尔蒙分泌
,

继而影响其大脑分析能力和记忆力的发展
。

由此可见
,

通过演奏乐器
,

不但

能影响儿童的情绪
,

促进智力开发
,

而且能陶冶情操
、

净化心灵
。

二
、

古攀教学的几点体会及适合儿 , 心理特点的橄学方法

一 根据儿童心理特点
,

强化儿童的学习兴趣
。

小提琴家梅纽因曾

说过
“

教学工作从本质上讲
,

就是引导学生在正确的路上探索
。 ”

爱因

斯坦有句名言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 ”

就是说
,

兴趣是人类潜能的
”
原

动力
” 。

要将启发
、

引导和发展少儿的学筝兴趣
,

提高到重要议事日程上

予以研究
。

在我的教学中
,

曾遇到这样的情况 个别学生开始学古筝时很

高兴
,

但后来渐渐下降
,

甚至于坐在筝前愁眉苦脸
。

原因是虽然家长喜欢

古筝艺术
,

很热情地送孩子来学习
,

但不考虑孩子心理
,

对孩子
“
恨铁不

成钢 ” ,

总是责备
。

诚然
,

兴趣不能替代意志力的培养
,

更不能替代才

能
,

但是有了兴趣
,

就可以使学生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

教这样的

学生
,

我在上第一节课时
,

先请程度深的学生表演几手曲子
,

并做乐曲介

绍
,

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
、

听着
,

羡慕得不得了
。

这时我

就告诉他 音乐就像语言一样有其 自己的文字
,

你必须会读会看
,

才能学

懂
。

这样第一节课的乐理知识的教学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
,

下课时
,

学

生拉着我的衣角问
“

老师
,

什么时候教我弹古筝
” ,

这样
,

学生就对

弹古筝产生了兴趣
。

二 尊重学生
,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

学生都有极强的自尊心
,

只有

尊重学生才能让学生欣赏自己
,

从而更好的要求和教育学生
。

许多优秀的教

师都深深地认识到
“

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热爱学生
” 。

教师应该

主动去接近学生
,

了解学生
,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

做一名 “ 严师
”

固然会让

学生因为畏惧而认真练琴
,

但也会引起一些学生的抵触心理
,

相比较而言
,

耐心的讲解
、

和蔼的态度会让学生更乐意接受
,

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丝毫没

有被强迫的感觉
,

着无疑是一种成功的教育
。

同时儿童的年龄特征决定了古

筝教学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不断激励的过程
。

一句赞美的话语
、

一个赞许的目

光
、

课间与学生一段亲切的交谈都会激起学生学筝的热情
。

这些看似简单的

举动
,

却能体现出教师水平的高低
。

在对学生的赏识鼓励中尤其要学会接纳

学生的失败和不足
,

只有这样
,

赏识和鼓励才更具 目的性和针对性
。

鼓励并

不是不要批评
,

而是应将批评融于鼓励之中
,

批评过程中要充满着热情的期

待
,

要让学生真切感觉到老师是他的知心朋友
。

三 循循善诱
,

培养儿童的乐感与表现力
。

儿童是一群未成年的孩

子
,

他们艺术思维能力普遍比较低
。

而古筝艺术是一种听觉艺术
,

是一种

时间的艺术
,

它是抽象的
。

但是
,

每部作品却又是在表现作者的内心感

受
,

有表现欢快的
,

有表现忧伤的 ⋯⋯所以
,

教师在培养他们乐感方面的

教学过程中
,

重点应放在音乐语言上
,

尽力将无形的东西形象具体化
,

以

帮助学生理解音乐作品
、

体会音乐作品的内在意境
,

以达到教学要求
。

四 因材施教
,

科学合理地布置作业
。

如何科学
、

合理地布置学生

的课外作业
,

也是教师能否教好学生的关键所在
。

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

和开窍的早晚都是不一样的
,

教师应该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
,

针对学生各

自不同的情况布置适量适度的作业
,

根据他们的个别差异提出不同的要

求
。

只要孩子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就应该加以肯定
,

让每个层次的学

生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和满足
,

增强他们练筝的兴趣
。

五 开拓儿童的思维
,

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
。

中国有句古话
“

授

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 ”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有这样一句名言
“
教育的

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
、

唤醒
、

鼓舞
” 。

所以在古筝教学过程中

想象力
、

创造力的培养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
,

要让学生成为开拓型
、

才能

型
、

创造型的新一代
,

就要培养他们从小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

具有高度发

挥想象能力的习惯和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的习惯
。

而古筝演奏从乐谱变为

生动的音响
,

其过程本身就是个充满创造性的艺术活动
。

但是
,

音乐作品

有其独特的发挥空间的作用
,

同一首乐曲对于不同的演奏者
,

由于各自的

知识水平
、

音乐视角不同
,

他们的表现都有 自己独特的风味和韵味
。

为

此
,

在乐曲教学过程中
,

就要重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

不要让学生成为复

制品
。

所以
,

当学生学完中级教程
,

证实学生的识谱
、

演奏技能己达到一

定的水准
,

这时就要注重加强学生对音乐作品深度的理解和表现能力的培

养
。

每部作品
,

作者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创作出来的
,

作者应用了不同的技

巧和音乐语言
,

去体现其内心那一片天空的独特灵感
,

表现作者创作意图

和 目的
。

所以
,

在学生演奏之前
,

要大致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
,

去感受作

者的触角
。

而教师应积极激活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冲动
,

创设易于产生

创造性活动的环境
,

使他们在主动参与中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才能
,

使

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思维得到充分发挥
。

如在学弹乐曲 《秦桑曲 》时
,

乐曲的本意是描写妙龄女子思念远方夫

君的激切心情
。

但儿童没有乐曲本意的体验
,

怎么办 我就这样设问 你

有没有亲人在远方 你思念他吗 你怎样思念他 我的 “
引导

”
成了发展

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
,

学生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
,

来表述 自己所理

解的乐曲的意境和情绪
。

这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
“
处处是创

造之地
,

人人是创造之人
” 。

只有教师在古筝教学中遵循音乐学科的特

点
,

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的创造意识
,

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质
,

学

生在学业上才会有所建树
。

三
、

结束语

艺无止境
,

法无定则
。

各种教学方法也不是完全独立的
,

它们必须有

机结合起来
,

在特定时期有所突出
。

但我认为
,

古筝教育的目的在于 充

分发挥古筝艺术本身的特点
,

激发学生学习古筝的兴趣和热情
,

让学生在

自由
、

积极和偷快的音乐实践中
,

自主地感受音乐
,

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和审美能力
,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

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

增强

其实用性和可行性
。

在整个教学手段上
、

在教学环节的设计和课堂布局上

进行精雕细刻
,

采用多种多样生动
、

通俗的方法进行教学
,

从而减少儿童

学筝的心理负担
,

让儿童轻装上阵
,

从学习古筝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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