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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古筝教材的分类与创新

●赵文婷

[摘　要 ]古筝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民族乐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古筝艺术的普及 ,古筝的学习者也越来越多。而

古筝教材作为古筝学习者的指路明灯、古筝教师的得力助手 ,在古筝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通

过分析现有的古筝教材 ,归纳出古筝教材的类型和特点 ,并探究在科技日新月异的 21 世纪 ,古筝教育如

何与先进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以便为古筝学习者提供助力 ,使古筝教育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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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古筝教材的分类以及特点
自 2000 年以来 ,古筝教材的不同类别纷纷涌

现 ,数量也日益增多。笔者对这一时期市面上出版

的古筝教材进行了大致的分类 ,分别为教程类、曲

集类、考级类、文字著述类以及音像类等。

(一)教程类古筝教材

教程类古筝教材 ,如阎俐的《古筝教程》(辽宁

教育出版社) ,它可以对古筝学习者的知识体系进

行全面系统的铺垫 ,以便初学者有明晰的目标 ,并

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教程类古筝教材有四个特

点 :11 系统性。此类教材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编

排了古筝教学内容 ,体现了系统化的教学原则。21
科学性。此类教材是古筝教育的基本教育工具书 ,

由基本知识介绍开始进入古筝学习的入门练习 ,再

进入专项技术练习 ,每种专项技术练习均由单一节

奏型的练习开始 ,逐渐进入复杂节奏型的练习 ,体

现了古筝教学的科学性。31 艺术性。此类教材追

求练习曲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或创作、或改编、引

用 ,均注重了弹奏技巧以及音乐表现。41 普及性。

此类教材的受众是广大的古筝教师及古筝的爱好

者 ,适合作为儿童、青少年甚至中老年人的学习教

材。

(二)曲集类古筝教材

曲集类古筝教材有名家的专集 ,如徐晓林的

《蜀籁》(中国青年出版社) 、曹桂芬曹桂芳整理的

《曹东扶古筝曲 100 首》(上海音乐出版社) ;按流派

和作品年代分类的曲集 ,如阎黎雯的《中国古筝名

曲荟萃》上、中、下 (上海音乐出版社) 、李萌的《中国

传统古筝曲大全》(人民音乐出版社) 、《现代古筝曲

精选》(陶一陌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等。曲集类古

筝教材的特点 :侧重于系统地收录古筝名家名曲、

经典曲目等内容 ,同时辅以技巧点评、重难点分析 ,

让古筝学习者能在实践中掌握演奏技巧。

(三)考级类古筝教材

随着学习古筝的人越来越多 ,考级成为评定艺

术水平的手段 ,考级类教材应运而生 ,如林玲的《中

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全国通用教材》(中

国青年出版社) 。考级类古筝教材的特点 :相比教

程类古筝教材和曲集类古筝教材 ,考级类教材则更

有针对性 ,考级使古筝爱好者能检测自己的学习效

果 ,并与其他古筝爱好者互相观摩学习 ,更是展示

自我提高心理素质的好机会。

(四)文字著述类古筝教材

文字著述类教材 ,如周耕的《古筝音乐》(湖南

文艺出版社) ,此类教材相对于其他教材数量较少。

其特点是 :使古筝爱好者了解古筝的历史、发展以

及各种相关的理论知识。

(五)音像类古筝教材

当代音像类古筝教材种类繁多 ,其特点是 :有

了听觉及视觉的辅助 ,更加直观、形象 ,此类教材在

弹奏技巧的演示、细节的处理上 ,有着更好的效果。

音像类古筝教材是古筝学习者求学道路上不可或

缺的工具 ,也是古筝教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 ,以上各类古筝教材都具有各自的特

点即优点 ,但亦有不足之处 : 11筝谱多文字少的现

象 ,缺乏图文著述类的教材。而缺乏图文著述的教

材 ,在教学效果上是有欠缺的 ,这是因为古筝不但

是一门情感艺术 ,而且与文化紧密相关 ,如果缺乏

文字的描述、引导 ,学习者将难以对这门艺术产生

感情 ,更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取得成果 ; 21古
筝弹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应该被忽略 ,在今后教

材的编写中 ,应多一些古筝弹唱的教程 ; 31古筝教

材没有很好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利用先进的 Web

210 和 Web 310 技术对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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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 ,我们步入信息时代 ,技术创新日新月异 ,古

筝教材可以更好地结合先进的网络及多媒体技术 ,

对古筝教学进行革新。

二、古筝教材编写之我见
(一)增加融入文化背景的图文著述类教材

我们的古筝教材应该更多地融入一些文化背

景 ,多一些对古筝曲的讲解和注释。在古筝教材

中 ,可以加入图文的段落 ,便于教学者引导学生学

习中国的民族文化 ,包括中国的民歌、戏曲、说唱音

乐以及少数民族的音乐等。因为 ,古筝演奏与情

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关于古筝教材中民族历史文化情感传递的需

求 ,我们可以从李立飒的学术论文《古筝教学基本

原则刍议》中找到印证。“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

乐给人的情感的投入比其他艺术有力得多 ,它能直

接更加有力地进入人的情感世界。音乐中的情感

表现是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的有序的音符和音乐

要素的组合 ,将演奏者自己对乐曲、作者的理解贯

注其中并予以充分的表现来完成的。古筝艺术是

一种时间的艺术、听觉的艺术、抽象的艺术。在古

筝演奏中 ,有的演奏者在音准、节奏、速度、力度大

体正确的情况下 ,却给人以缺乏神韵、平淡无情之

感。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缺乏对古筝作品的

产生背景、创作者、作品风格、意境以及情感内涵的

认知。在古筝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

正确的情感启发与培养 ,学习古筝的初始阶段就要

注意这方面的引导。”因此 ,笔者觉得 ,除了知识和

技巧的传授外 ,古筝教材无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

那就是将古筝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使学

习者能更好地理解古筝曲的含义 ,从而正确把握古

筝弹奏中的气质与风雅。音乐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

必须与其产生的文化土壤发生关联才能发展。许

多音乐教育家都阐述了音乐教育应从“音乐艺术作

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的观点。古筝教材中需要

把古筝曲目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去感受体验 ,教师

在教学中可以结合古筝教材 ,分析古筝作品的文化

内涵 ,引导学生通过文化去感受和诠释古筝作品。

教材不能局限于弹奏方法和技巧的重技轻艺 ,将弹

奏与情感、文化剥离。教材应该承担起描述背景、

引导学习者思考的作用 ,使古筝学习者将情感的体

会与文化的传承融合进古筝学习之中。由此可见 ,

古筝教材的内容不但应该在技巧、文化、情感等方

面给学习者以引导 ,还应该教会学习者如何欣赏筝

曲 ,并在学习过程中得到精神层面的领悟与提高。

(二)弥补古筝弹唱教材的空白

古筝弹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应该被忽略。

在今后教材的编写中 ,多一些古筝弹唱的教程。古

筝弹唱是一门较难掌握的技巧 ,对于表演者的演奏

能力及演唱水平要求都很高。笔者从互联网上看

到了一个调查 ,接受调查的古筝学习者中 ,83 %的

学习者从没有学习过古筝弹唱 ;8 %的受访者学过 ,

但没有拿得出手的曲目 ;只有 1 %的受访者表示能

很好地掌握古筝弹唱的技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 ,古筝弹唱这个艺术形式还没有得到很好地传

递 ,近年来相关的教材更是少之又少。希望古筝教

育工作者在今后的工作钻研中 ,能在这方面做出贡

献 ,填补目前的空白。

(三)古筝教材可与新兴信息技术结合

古筝教材应该很好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不仅

仅局限于纸质的媒介 ,而是加入电子媒介 ,通过电

视、广播、互联网相结合 ,利用先进的网络及多媒体

技术给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帮助。通过有效地利用

网络及多媒体技术 ,古筝教材能够实现远程教育、

降低学习成本与门槛 ,使古筝这门中华瑰宝艺术能

走进万千寻常百姓家 ,并发扬光大。古筝教材的革

新将离不开以下三个概念 ,远程教育、Web 210 和

Web 310 技术。

远程教育是指使用电视及互联网等传播媒体

的教学模式 ,它突破了时空的界线 ,有别于传统需

要往校舍和安坐于课室的教学模式。远程教育的

形式很早就在我国出现了 ,但由于主要渠道是电视

广播 ,信息的传递是单向的 ,在古筝教学中 ,单向的

信息渠道是难以满足需求的。因为老师与学生需

要互动 ,这就包括了演示、练习、提问、解惑等双向

的交流过程。而 Web 210 技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

难题。Web 210 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 ,用户既是网

站内容的浏览者 ,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所谓网

站内容的制造者是说互联网上的每一个用户不再

仅仅是互联网的读者 ,同时也成为互联网的作者 ;

不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冲浪 ,同时也成为波浪制造

者 ;在模式上由单纯的“读”向“写”以及“共同建设”

发展 ;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

信息发展。Web 210 技术使得古筝教学中师生的

交互成为可能 ,远程教学将不再是单向的填鸭式的

教学 ,而是双向的、人性化的、互动过程。尽管 Web

210 技术能很好地解决古筝教学中师生交流甚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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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学生之间交流的问题 ,可是它真的能满足古筝

教学中对于音色的精确把握以及弹奏动作的清晰

演示吗 ? 要求如此之高的视听标准 ,在现今的网络

平台之上 ,可以实现吗 ? 答案是肯定的 ,至少在不

久的将来 ,这些严苛的标准都能被满足 ,因为我们

将步入 Web 310 时代。Web310 的速度能够达到

10 G ,所有的应用都不用担心速度 ,它的 3D 化构

想 ,包括将整个网络转化为一系列 3D 空间 ,采用第

二人生启发的概念 ,同时也提供新的方式在 3D 共

享空间连接和协同。有了如此高的网络传输速度 ,

再复杂的古筝曲目也能由光纤等数据线迅速传递

于师生的客户端口 ;而 3D 化构想则可以将古筝演

奏者的每一个动作全方位地传递到学习者眼前 ,使

学习者能更好地观摩、学习每一个演奏技巧。

让我们设想一下 ,这些网络技术若能被善加利

用 ,古筝教材将不再仅仅是文字的、平面的、抽象

的、音符的 ,而是图文并茂的、立体的、活灵活现的、

视听感官的。这个变革的结果是 ,古筝艺术的传

播、普及 ,古筝事业的蓬勃发展 ,古筝学习者降低成

本、门槛、提高效能、加速入门提高 ,古筝教学者得

到了广阔天地、完美舞台。当然 ,古筝教材的革新

对于古筝音乐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除

了文化知识、业务能力以外 ,还必须对网络、多媒体

等知识了解和掌握。

三、结语
古筝教材发展至今 ,很少有人梳理。笔者通过

对现有古筝教材进行调查研究 ,进行系统的分类及

分析 ,归纳出古筝教材的几大类 ,并分别进行了研

究探讨 ;此外 ,结合音乐教育方面的知识、原则以及

对于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见解 ,总结出三点古筝教

材的不足 ,也在最后对古筝教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跨

学科的创新建议。这对于提高古筝教学效果、引导

古筝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 ,有着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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