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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敬古筝小姐裸裸程投置

—我的古筝小组课心得
文 , 玻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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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 要 古筝小组课 与 传统教 师与 学 生 一对一 器 乐课 的最 大 区 别是 一 节课上 人 数较 多
,

这给

教 师在 上课 的 内容
,

形 式 和 提 高 教学 质 上 带 来 了 一 定 的 困难
。

笔者针对 以上 的一 些 问题 结合 自

己几年来 的上 课 实践经验 提 出 了一 些课程 设 里上 的 建议 希望 能 对古筝小组课程 的探 索和 研究 有

所 帮助
,

有 助 于 开 创古 筝小 组课 教 学 的新 局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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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几年来 筝的音乐由于音色优美 初学者容易上手的一些

原因受到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容爱 学习古筝的人越来越多 不仅

是小孩子也有很多成人学习古筝
,

筝乐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普及
,

许

多综合大学的艺术音乐系 院 也都开设了古筝专业课和选修课程
。

而随粉学习古事这门乐器学生的日益增多
,

学校在课程设里上就碰

到了一些问题
,

综合大学的音乐系 院 不是专业的音乐学院
,

一

个专业不可能有过多的师资 教师一对一教授一个演奏程度较深的

专业学生还可以 但是如果作为 选修课程 采取教师与学生一对

一的教学形式也就不大现实了
。

因为选修课程不摇要有一定的古筝

演奏基础 只要是音乐专业就可以 因此选修古筝专业学生每年都

有很多 就象一些综合性艺术大学
,

一个学年古筝的选修学生有是

都达到了一百多人 这远远超出了一所普通艺术院校的师资的承受

能力
。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教学环境 现在很多院校都进行了课程改

革 大胆的打破了原来传统的器乐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小课授课形

式
,

采取了小组授课
,

一般一个小组不超过 人
。

专业音乐学院的传统的器乐演奏课一般都是采取教师与学生一

对一的教学形式 一对一的授课形式的好处在于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个人学习特点进行课程的安排 而且上课时间充裕
。

每个学生由于

个体的差异性
,

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反馈能力各有不 同 因为时间

的充裕 教师可 以有足够时间进行讲解 并且根据学生在课上的反

馈 合理的安排学生的学习进程
。

古筝教学同样也是这样
,

多年来

也一直是采取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形式
。

但是对于现代的教学环境

来说 一对一的教学形式也有它的不足之出 如对师资的压力过大

等
。

相对与一对一的小课形式
,

其实小组课的形式有粉其自身的许

多优点 对于初学者来说多人的学习氛围也是带动学习兴趣的一种

动力
。

比如几个同学一起上课 可以增强他们的竞争感
,

也可以从

对方的演奏中看到自己的不足 而作为教师在某些方面也可以减轻

教学负担 如面对 位学生
,

同样的内容不用像小课那样每位学生

重复一次 只要强调 , 点难点就可以了
。

但是小组课的授课形式对

大多数教师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很多教师自己都是传统的

一对一教学模式的学习经历 大家对小组课的形式大多是在探索的

过程中
。

因此小组课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比如怎样平衡一个小组里

各个学生的参差不齐的演奏技巧的 怎样在有限的上课时间内对多

位学生进行有效率的讲课 还有怎样的上课形式可 以又吸引学生同

样又有教学效果 这些关乎于教学质 的问题就成了教师在教学过

程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问题
。

我经过了几年的实践教学 相对于

传统的一对一的小课教学的墓础上 在课程教学方法上作了一定程

度的改革
,

希望在不断的探索中发挥古筝小组的优势
,

提高教学的

质
。

作好课程初期对学生的了解 平衡小组内学生的演奏水平

一般大学里的器乐选修课程都是两个学年 笔者所在的大学也

是这样
。

作为教师首先要做的是合理制定出符合学生学习特点的教

学进程 不能过低或过高的估计学生的学习能力 否则会给接下来

的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 目标太底
,

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致 目标太

高 学生和教师学起来和教起来都会很累 事得其反
。

所以第一个

学期的教学非常关键 通过这一学期的教学 教师对一个小组里的

每个学生的学习态度 接受能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

那么
,

对接下

来几个学期的教学方法和进度都有了一定的把握性
。

刚开始上课时 大家都是初学 在学习的起点是一样的 但是

经过几节课的时间 教师一般对一个小组里的各个学生都会有一定

的了解
。

比如 教师让学生学习一个新的古筝演奏指法 有些学生

学习的快点 有些学生就慢点
,

从这就可以看出学生的个人学习接

受能力
,

还有教师布皿的练习作业 从学生回课的熟练程度也可以

看出学生的学习态度 这样 教师对学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熟悉磨

合
,

对学生的各个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后 就可以机动的针对性的

制定合理而有效的教学计划
。

前面提到了在教学初期 对学生的各方面的能力的了解很重

要 这是由于在初学课时 由于学习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一

个小组学生的程度都是差不多的 学生的水平还不会休现很大的差

异性
。

那么 在上课时就不用特别强调个性 只要挨个学生听过来
,

有错误的手型进行纠正就可以了
。

这是在第一学期来说 到了一个

学期后
,

各个学生的程度就开始有了明显的差距
。

一些领悟强力 音

乐感觉好和练琴用功的学生 在演奏古筝时就显褥较轻松
,

而一些

领悟力 音乐感觉相对来说差点 有不用功练琴的学生
,

在演奏古

筝是就比较困难
,

一个小组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
。

这个时候 矛盾

就出现了
。

教师曾经作过教学调研 褥到的答案是 往往同一小组

的学生 对于上课内容的反映是有些觉得授课内容程度过慢 而有

些学生又觉得上起来略徽吃力
。

那么作为老师 如果对学生的实际

能力没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就很难平衡学生的这种学习情况
。

所以

上好古筝组课建议教师首先要对一个小组里的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态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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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师了解了一个小组里各位学生的

学习情况后
,

那么就要开始平衡这个小组

学生的演奏水平了
。

因为水平参差不齐的

学生在一个小组里学习 会增加教师制定

教学计划的难度
。

古筝小组课不 同与一对

一的小课教学方式 由于上课时间有限 不

可能在 分钟的时间内制定出小组内不同

学生的程度的教学计划
。

介于这种情况 我

建议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基础学习 当教师

对各个小组学生的基本情况有了一定的了

解后 从第二学期开始可 以对各个小组 的

学生人 员搭配上作一定的调整 把一些水

平和学习积极性相 当的学生调到了一 起
,

这样当同一个小组内的学生古筝演奏水平

都相当的时候
,

教师就可 以制定出适合一

个小组演奏水平的教学计划
,

提高上课的

教学质
,

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同样也

可以学到更多的内容
。

当然 这一个小组学

生人 员也不是一 直不变的
,

学生的学习状

态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 演奏水平也是不

断的在发生变化
,

水平相对教差的小组里

会逐渐出现进步的优秀者
,

而水平相对较

好的小组里也会有学生由于种种原 因出现

退步的现象 那么教师就要及 时的对上课

的小组人员作出调整
。

这种调整当然也是

要人性化的处理 不能让 出现退步现象的

学生感到沮丧 要让学生感到换组也是对

他的一种督促
。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我发

现这样的做法既可 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 也可以缓解某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无

法正常回课的学生的压力 而对教师来说

教学可 以做到有的放矢 条理性也比原来

强
。

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率的讲课

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率的讲课
,

这个问题 在古筝小组课的教学过程中也

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

音乐的教学方式

不 同与其他文化课之处在于 学生要在课

堂上把上次课上教师布 的乐曲演奏给教

师听 一个小组
、

个学生
,

每个学生教

师都要听过来并且纠正学生演奏时的错误

这是衡要大 时间的
。

在初学时期时这个

问题还是不是特别明显 古筝初期的演奏

指法和音乐知识比较简单 回课的作业也

是基本的演奏技巧和简单的乐曲 所褥时

间也很短
,

就算是一个小组有 个学生

教师也可 以轻松的把授课 内容在规定的课

时内完成
。

但是随粉技巧和曲子程度的加

深 一首曲子最起码四分钟以上 每位学生

轮流演奏一遮就要半小时 如果不熟练 就

要拖延更加长的时间 就算教师经常拖课

也不能把要讲的内容完成
。

经过一段时间

的上课实践
,

我现在采取的方法是 一 把

一首曲子基本上分为好几段 一节课每位

学生听一段 并且细致的为学生纠正讲解
,

让学生分段掌握一首曲子的精位
。

等过几

周整曲都熟悉时 再来听每位学生演赛全

曲 这个时候学生对曲子的熟悉和了解都

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教师对学生纠正的不

足之出可能也就是曲子段与段的接 口 的处

理和一些小的音乐风格的问题 那么上课

时间也就相对的宽裕了
。

《二 是先把曲子

的难点部分拿出来重点讲解
,

让学生课下

化时间重点练习 并在课上为学生逐个纠

错
。

等学生对一首曲子的难点查不多都克

服的时候 在开始教授整首乐曲
。

在乐曲回

课时
,

采取一首曲子让几个学生轮流分段

演奏的形式 这样在课上让学生采取接龙

式的演奏方式
,

即可 以锻炼学生的反映能

力 也可以活跃课堂的学习气氛 每个学生

都兴奋的等待教师的点名演奏 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
。

而教师通过这样的授课时间

安排
,

教师既能仔细的讲解每位学生的演

奏缺点 又不会觉得上课时间的局促
。

上课形式的规划

古筝小组上课还有个特点 就是虽然

是几个人一起来
,

但是授课时大多要求各

个同学单独演奏 因为只有单独演奏
,

教师

才可 以清楚的了解学生的技巧和音乐风格

的弱点
。

那么在一节课上
,

当一位同学演奏

时
,

另外那些 不演奏的学生 又该做什么

呢 如果让不演奏的学生在旁听另外的学

生演奏
,

那么一节课 分钟
,

那每个学生

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听别的学生演奏
。

虽然

说
,

听其他人演奏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不

足之处 但是过长的时间也会抑制学生的

上课兴趣
,

使课堂气氛陷入沉闷之中
。

可是

如果让还没轮到演奏的学生在旁自顾练习

教师在一旁教授别的学生
,

那么在那种吵

杂的环晚中授课一是教师听不清楚学生的

演奏
,

二是在吵杂的环境中授课也会影响

到教师对学生演奏时的音色要求
。

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实践 我现在采取了文叉的上

课形式
,

就是在学习新的技巧或新的一首

曲子的第一
、

二节课时 让还没轮到演奏给

教师听的学生在旁练习
。

新的技巧和新的

曲子最初的需要是手指的熟练程度 那么

课上的练 习时间对学生来说就比较重要

而且在课上练习 对新的知识有所不理解

的话还可 以马上请教老师 把错误纠正过

来
。

另一方面
,

因为学习的是靳的技巧和新

的乐曲 初学时对音色或音乐的要求也不

高 教师在各个学生都在旁练习的情况下

也能顺利的进行授课
。

接下来的课时 就把一首曲子绪大家

分段轮赛 一首曲子完整的轮奏一次后
,

教

师就讲解哪些地方铸要改进和注意的 然

后再让学生再次轮奏
。

这样反复进行
,

即可

以使每位学生在课上都有演赛的机会
,

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课堂活跃的气氛
,

还可 以让教师在很短的时间内了解学生演

秦的弱点和乐曲上 了错误 让学生在课堂

上就把一些错误改掉 做到乐曲的一些简

单要求
,

作到一个高效率的学习

而当一个新的技巧或一首新的乐曲在

经过几周的练习有了一定程度提高时 就

让学生依次上前演赛 其他学生坐 安静

的听其演奏
。

这个时候安排学生在旁听其

他学生演赛和初学乐曲或技巧时的状况已

经有所不同了
。

经过了几周时间的热悉 学

生对乐曲或技巧 已经有了一定的掌扭 对

样演奏可 以更加符合乐曲的规律 也有了

自己的一些想法
。

所以当其他学生演安时

旁听的学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 提出对

方的不足之出 这样一个小组的每位学生

即使在没有轮到演奏时 也可以参与到其

中来 起到一定的互动作用

结语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我们

上课也是 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厄随

教学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出现
。

作为教师 不

能拿 , 一本一成不变的教案一直到底
,

要

有创新精神 要在提高教学质 的墓础上

实行有特色 有实践效果的教学 随 招生

的扩大 师资的不足
,

一对一的传统古攀教

学方式不再完全适合现在的教学环境 既

然有开小组的必然孺要
,

那么作为教师就

首先要适应这种新的上课模式 指定出新

的教学方案 同时在教学上 对于学习成绩

不佳的学生 教师不能一味的指资学生 也

要从 自身的教学寻找问皿 尝试粉用更好

的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

例如从选曲

方面 也要选些既能达到学习的目的有能

符合现代学生欣赏趣味的乐曲
。

还有从提

高学生的竞争意识从而更加积极的去练琴

等等 对各个学生不同的音乐荃础和接受

能力也使教师要随时随地的做教学调整
。

总的来说 古筝小组课的教学还在初级阶

段
,

在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上进

心等问题上还是个较弱的环节 我们教师

也一直在尝试用新的方法教学 希翅能用

更好的方法提高教学质 以适应新的环

境新的教学要求
。

我相信
,

只要教师抱 认

真负资的教学态度
,

加强与学生之 间的沟

通
,

坚持对古攀小组课程的探索和研究
,

一

定会开创古攀小组课教学的新局面
。

温州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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