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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作为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

的民族乐器
,

它以儒雅的演奏形式
,

独

特的演奏技法
,

别具一格的韵味和优

美细腻的音色
,

在中华民族艺术宝库

中占有重要位置
,

深受世人喜爱并流

传于海内外
。

近百年来古筝艺术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有 了不断的发展 与创

新
,

但在古筝教学系统化
、

理论化
、

规

范化方面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科学
、

完

整的教学体系
。

往往存在各 自为主
、

各

逞所长的局面
,

这样长期下去
,

必然会

影响古筝艺术的整体发展与创新
,

因

此
,

我们应在古筝教学模式的建立上

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

一
、

教学内容

教学质量的好坏
,

首先取决于教

材的使用是否得当 教师在选材上除

了要遵循
“

循序渐进
”

的原则外
,

也要

具有广泛性
,

做到广而不杂
。

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与条件尽可能把个人潜力

挖掘出来
。

目前
,

一些教师对古筝教材

的选用往往以个人欣赏习惯而定
,

对

其熟悉的作品或某一流派常有偏爱倾

向
。

教学上各抒己见是允许的
,

要注意

避免导致单一性及局限性
。

各流派传

统乐 曲和现代乐曲的 比重要搭配得

当
,

相辅相成
。

针对 目前学生对传统乐

曲兴趣不浓
、

偏爱弹奏现代作品的趋

向
,

在选择传统乐曲的同时
,

还要考虑

到先选择一些音乐 内容易理解 的作

品
,

正是由于对传统音乐的探索不是

轻而易举的事
,

需要长时期的研究和

探索
。

这样
,

逐步使学生对传统乐曲加

深了解和体会
。

随着艺术修养的加强
,

才能把传统乐曲的韵味
、

风格表现的

更加完美
。

教材选用可分三个阶段
。

初级阶段

要着重基础技巧训练
,

使学生 了

解要想具有较高的演奏水平
,

就需要

充分掌握精湛
、

全面的
、

为塑造音乐形

象服务的技巧
。

技巧是表现内容的基

础
,

因此技巧训练练习曲的比重多一

些
,

另外穿插一些小型乐曲及简单的

传统乐曲
,

为 日后演奏各流派代表曲

目奠定基础
。

同时
,

使学生在练习时不

觉得单一
,

枯燥
,

此外
,

还要将巩固与

复习结合起来
,

注意循序渐进
,

要使学

生每次课都有新的提高
,

新的收获
,

从

而不断增加学习兴趣
。

中级阶段

选择的教材要有代表性
,

列为教

学的各流派的曲目要有一定的深度
,

博中求精
,

现代乐曲的安排要考虑到

技巧
、

音乐内容的比重
,

适当增加复调

及转调的练习
,

从而适应 日后演奏需

要
。

高级阶段

选择艺术性较高
,

技术难度较大
,

有一定思想内涵的作品
、

以培养学生

的全面素质
,

对学生而言
,

不仅要掌握

乐曲的演奏技巧 还要具备理解乐曲

结构
、

内容
、

分析主题
,

选择音乐及运

用各种技巧的能力
。

做到具备较高的

驾驭作品的能力和演奏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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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学方法

多少年来
,

古筝教学仍处于单一

口传心授的教学模式
。

从优点上看
,

这样做教师可充分发挥 自己的特长
,

在初学阶段对传统乐曲的教授还是

较适用的
,

其弱点则是
,

教师本身在

师承方面往往存在差异
,

而学生又存

在依赖性
,

如果学生只是一味追求单

纯模仿
,

缺乏主动性和辨别能力
,

学

生的能力及水平就会受到限制
,

这也

必然会影响教学质
。

尤其对专业学

校的学生来讲
,

应该多听其它教师的

课
,

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音响资料
、

增加比较与鉴别能力
,

取优去劣
,

提

高教学效果
,

对不同程度不同年龄的

学生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

在少儿

教学上
,

对技术的讲解要通俗易懂
,

增加趣味性
,

由简到萦
,

要具体化
、

形

象化
。

例如 要求学生把音弹实
,

往往

学生不理解词义
,

讲一大堆大道理学

生听不懂
,

其实这只是力度的问题
,

可 以给学生 比喻
,

如就象刚刚学写

字
,

一定轻重把握好
,

轻了笔划看不

清楚
,

重了纸又会划破了
,

要有一个

尺度
。

之后弹几种不同力度的声音让

其辨别
,

目标确立后
,

才能把声音弹

奏的符合要求
,

另外还要着重讲一下

手型和力度的辩证关系
。

关于手型问

题
,

我们在课堂上往往会说
“

放松
” 、

“

不要紧张
”

之类的话
,

有的学生能领

会其中的部分含义
,

而有的学生则不

知所措
。

其实
,

弹奏时绝对放松是不

存在的
,

有的学生音弹不扎实
,

没有

共鸣
,

音发虚
,

就是紧张与放松掌握

的不当
,

没有仲
、

腕
、

指各关节组成有

机系统
,

既有用力的一定紧张性
、

又

有一定的放松性
,

处理好用力与放松

间的辩证关系
,

使音质干净结实
。

由

于音质的好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

它

会直接影响音乐的美感和感染力
,

在

教学上要予以特殊强调
,

而不应孤立

地讲哪个地方强
,

哪个地方弱
,

要让

学生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从而使他们

能够举一反三
,

而不是学一个会一

个
,

不管学生存在什么问题
,

解决方

法有许多种
,

对学生在音乐上的要求

不要强求统一
。

要发挥每个人的个

性
,

不要单纯模仿
,

没有创造
、

没有 自

己的特点
,

长期下去势必会影响学生

音乐表现力的开掘和发展
。

三
、

人文素质的培养

为了适应艺术在未来时代的交

流与发展
,

古筝教学必须注重培养学

生具有完整
,

严格及多层次的艺术修

养
,

要让学生广泛吸取姐妹艺术的营

养
,

如美术的结构
,

舞蹈的韵律
,

戏剧

的激情
,

以扩大知识面
。

对学生还应

不断增强其文学修养
,

这对培养学生

具有较高的鉴赏力
,

表现力
,

创造能

力至关重要
。

为此需要多听
,

多看
,

多

思考
。

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欣赏
、

鉴别

能力
,

把握好演奏中的诸要素
,

如音

色
、

力度
,

风格上的处理
,

而不是单纯

地卖弄技巧
,

才会使音乐形象更生

动
,

有感染力
。

人文素质的提高
,

对于

古筝艺术不断创新
,

不断发展将提供

坚实雄厚的基础
,

同时也是古筝艺术

永葆青春的重要保证
。

总之
,

现代古

筝教学模式应是全方位的古筝艺术

和演奏方法统一在一起的体系
。

如果

说古筝艺术的发展取决于成功的演

奏和出色的创作 那么成功的演奏和

出色的创作则源于科学
,

规范 系统

的教学模式的建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