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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筝 教 学 方 法 浅 谈

杨 黛 珍

古筝
,

是我国古代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

它以其独特的韵味闪耀了两千多年
。

随着社会

文化的发展
,

古筝演奏艺术也在不断改革创新
,

筝乐成功的发展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爱好者
,

习筝者

源源不断
。

筝乐的兴旺意味着对古筝教学有着更高的要求
,

下面就普及推广筝乐的教学工作谈点体
,

之卜

一
、

启蒙阶段的基础学习

基础学习是很重要的阶段
,

它关系到今后高层次学习的顺利与提高
。

扎实的基础知识学习与科

学方法的规范不宜忽视
,

因此这段学习时间安排要慢
、

稳
,

并要求在学习训练中将手指规范动作形

成固定概念
,

循序渐进进行各种指法技巧训练
,

直到掌握正确演奏方法和演奏技巧
。

一个训练有素

的人之所以能在正常演奏中创造业绩
,

道理很简单
,

务必重视基础知识学 习
。

反之违背科学规律的

基础知识学习是不成功的学习
。

初期基础学习主要是左右手指法练习
。

比如说 右手的勾
、

托
、

抹
、

撮
、

摇
。

左手的上滑音
、

下滑音
、

颤音
、

回滑音 ⋯ ⋯等
。

这段学习可说

是有些别扭和枯燥的学习
。

所谓别扭
,

指把人们习惯手指动作规范成所要求的手指动作 并且多用

干音阶训练
。

因此老师要掌握学生急干求成心理
。

过于迁就和过于硬套都会适得其反
。

要使学生能

正常有效不觉枯燥的进行基础知识学习
,

需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有所研究
。

每个学生 自身条件并非

一样
,

因材施教
,

灵活布局是教学成功的关键
。

因而对学生在左右手技术训练中
,

根据其理解模仿能

力来规范学生手指自然弯曲
,

放松动作用深浅不同的练习曲
,

乐曲穿插进行左右分手及合手交替练

习
,

从而达到训练 目的
。

比如说 古筝的上
、

下滑音是通过左手运用得来而这个运用过程又十分讲究
。

例如 上滑音
。

的上滑音用十六分音符小三度关 系 表现而来
。

这个演变过程是通

过右手拨 弦
,

左手即按 弦
,

两手一拨一按的衔接过程要恰到好处
,

过快缺乏韵味
,

过慢拖拉节

奏
,

过深
、

过浅不到位的音高效果就更难听了
。

又例如 下滑音
。

的下滑音演变过程与上滑音恰恰相反
。

它必须先将左手把 弦按到

音
,

再由右手拨弦
,

左手接着慢慢松弦
,

这样形成 小三度关 系
。

一般初学者练习时容易出现噪



音
,

原因在于左手用力适度和右手配 合不当而造成
。

这是需要单独练习来达到准确掌握
。

二
、

提高学习
,

也是时间最长学习阶段

主要体现左右手技巧巩固
、

提高
、

发展
、

运用方面
。

此时学生的类型
,

学习 找奏快慢
,

能力大小都

明显表现出来
。

属于有成就的学生
,

其学业就更艰巨
,

他们除学习节奏要快
,

技术性要高
,

同时还要

克服学 习中所存在的间题此外老师还要充分发挥这类学生的智能
,

从而使他们的学 习
,

好中求快
,

高中求好
。

另外还有不容忽视的力度学习
。

学生初学时
,

老师为防止手指机械性僵硬
,

一般强调放松多点
,

这样力量使用相应小点
。

当学生手指 比较自如运用时
,

老师就需要求学生借以 手指向内独立动作力

量
,

把握手指向内运力角度
,

使手指弹弦前后不宜离弦太远
,

触弦不宜过深
,

并集中指尖力量以点发

音而来达到乐 曲所标记的力度
。

这种通过大臂
、

小臂
、

手腕直通到指尖暴发 出的声音集中有力
,

浑

厚
、

明亮
,

同时也避免力点使用不当而导致演奏中出现的问题
。

乐曲的表现力也十分重要
。

练习曲的训练对演奏乐曲起先导性作用
。

但如果只具备高水平演奏

能力
,

而没有表现乐曲思想内容的能力
,

那么
,

技巧学习就失去意 义
。

练习曲是手段
,

乐曲是 目的论

点也不存在了
。

筝的表现力丰富多彩
。

它能表现细腻
、

缠绵
、

古朴典雅一面
,

又能表现热情欢快
、

气势磅礴一面
。

但无论怎样表现乐曲思想内容
,

演奏者应具备广泛知识和很深的艺术修养
,

有了丰富的内涵情感
,

再通过娴熟的技巧表演就可以淋漓尽致
,

绘声绘色地表现喜
、

怒
、

哀
、

乐
、

婉转悠扬
、

悦耳动听的旋律

来感染人们
,

使人们达到心旷神怡
、

陶醉无 比的境地
,

同时使筝进一步显示 自己的独特魅力
。

学生基本完成必修 内容
,

并有一定演奏水平即进入高层次学习了
。

在高难度
、

新技巧学习中学

生会有所突破
,

而且会涌现出类拨萃人才
。

总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
、

高水平专业有用人才
,

关键在于教学布局的合理
,

教

学手段先进
、

高效益
、

高质量
、

多流派学习协调的指导
。

我们作为一代传人
,

应以主人翁姿态担负跨世纪的民族音乐教育传播者
、

建设者
。

为普及推广

我国民族筝乐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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