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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育中如何对儿童进行古筝教学
董萌

摘要 在校外儿童古筝教学中
,

充分激发儿童学筝的兴趣
,

通过与 家长的沟通
、

配合
,

选择合理的教材和科学的教学方法
,

而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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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
,

她历经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洗
礼

。

这门乐器以其高山流水
、

悠远绵长
,

独一无二的风雅特质吸

引了无数的音乐爱好者
。

人们争相地去学习
、

了解
、

体验
、

感受
她

,

特别是近年来学习古筝的少年儿童越来越多
。

笔者作为校外
儿童古筝教育者感到欣喜

,

同时也深感任务的艰辛
。

在此谈谈笔

者十余年来在古筝教学中一些粗浅的体会
。

要重视培养儿童学弹古筝的兴趣
由于校外教育有其 自身的特点

,

教师一定要耐心细致
、

正面

引导
,

注重方式
,

切忌简单
、

急躁
,

多给幼儿一些鼓励
,

多注意儿童

的心理
,

对她们的点滴进步
,

给予高度赞赏
,

多加表扬鼓励
。

例如
每次上完课

,

给弹得好的孩子发粘贴
,

一来可以激励儿童的学筝
积极性

,

二来通过粘贴的多少
,

找差距
,

相互竞争
,

学习的气氛也
更浓厚

。

要选择适合儿童特点的科学的教学方法

古筝在儿童的脑子里最初是空 白的
,

所以在教儿童学古筝的

时候一定要由浅人深
,

从易到难
,

从具体到抽象
,

从部分到整体
,

由简到繁
,

突出重点
,

分散难点
,

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方法
。

所
有的教学过程都要具体化

,

形象化
,

才能使儿童易于接受
。

儿童

的大脑在发育之中
,

手指灵活不够
,

协调能力不强
,

如果要其直接
在琴上练弹

,

势必造成儿童心理上的紧张
,

再加上手型
、

指法的规
范化等技术上的要求

,

会形成一种负担
,

因此可以先将一些必要
的演奏方法分解开来

,

让儿童徒手抓放可感受弹弦时用力方向和

用力点 揉弦要用手腕
、

小臂来带动手指揉弦
,

初学时容易造成在

手尖上揉
,

很紧张
,

可以先让儿童摆放好手型
,

在桌子上作上下连

续地抖动
,

空练找到正确的方法后再上琴练弹
。

科学合理的选择古筝教材
选择简易

、

合理
、

系统的儿童古筝教材
,

是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的前提

。

选择时应考虑到儿童年龄特征及心理特点
,

结合儿童熟
悉的曲调

,

由浅人深
,

循序渐进
,

一环扣一环
,

其中包括基础训练
、

练习曲
、

乐曲三部分
,

使儿童愉快地掌握古筝初步演奏技巧
,

培养
对古筝艺术的兴趣和爱好

,

打下扎实基础
。

儿童有个明显的特
点

,

对于接触过的曲子
,

往往能倾注其热情
,

也愿意学
。

基于这一
点

,

酉己合儿童音乐课的教程
,

选择一些如《小星星 》
、

《卖报歌 》等已

学唱过的曲子
,

幼儿在练弹时能更集中注意力把指法练好
,

效果
较为明显

。

勤动手
,

多练习
、

提高音乐的综合素质
通过几年的扎实训练

,

孩子一般都能掌握筝的人门知识和基
本的技能技巧

,

它包括有良好准确的弹奏姿势
、

手型
、

触弦点
,

用

力方向正确
,

音色饱满
,

速度流畅
,

力度持久
,

能处理好紧张与放
松的关系

,

有一定的视奏
、

视唱能力及较强的节奏感与乐感
,

具备
听音能力及乐理知识

,

有较好的理解能力与表演能力
。

在基础训练过程中
,

虽然各种技巧不尽相同
,

但要练好的唯

一方法还是
“

多练习
” ,

做到熟能生巧
。

练弹相应的练习曲是必不
可少的

,

其目的是训练左右手手指的弹奏能力及其配合
,

能集中
训练某项技能

。

练弹乐曲能训练儿童的视奏能力及对音乐的感
受能力

,

多视唱
,

多用心体会教师的讲解
,

多听演奏带
,

提高欣赏

能力
。

为什么 同样的曲子
,

有的小朋友弹得很好听
,

有的却很平
淡呢 这不仅有技巧上的原因

,

更重要的是否有欣赏理解能力
,

是否能被曲子所感染
,

只有 自己被感动了
,

才能在演奏中去感染
别人

。

所以练弹乐曲时
,

要教幼儿用心去演奏
,

提高音乐的表现

力
,

因为音乐的旋律不在乐谱上而在每个人的心里
。

儿童要学好古筝
,

还必须家长的积极配合

儿童学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离不开家长在家辅导
。

学
筝对于儿童来讲往往是被动的

,

没有心理准备
,

她们对待学筝就

象接受新玩具一样单纯
、

好奇
,

而缺乏持久性
,

要想让孩子把筝学
好

,

还要倾注家长的许多心血
。

儿童除有限地上课外大量的时间

需在家练弹
,

又因为孩子年龄小
,

短时间上课不能
“

消化
”

教学内
容

,

只能靠家长在家花一定时间辅导练弹才能完成教学内容
。

家
长在辅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态

、

毅力
、

方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

首先
,

家长的心态要平
,

不要抱有
“

成龙成凤
”

的心理
,

对儿童

期望不可过高
。

要懂得
“

台上一分钟
,

台下十年功
” ,

了解别人的

成绩是花很大精力得到的
,

就不会急躁了
。

在和谐的气氛下
,

耐
心地教弹

,

良好的情绪会感染幼儿
,

增进学琴的乐趣
,

更好地掌握

要领
。

其次
,

家长要有恒心
,

有毅力
。

影响孩子最深的不是家长的

语言
,

而是行动
。

家长对 自己的行为要严格要求
,

学琴要按计划

天天坚持进行
,

要持之以恒
,

久而久之
,

孩子会养成一个好的习

惯
。

再次
,

家长辅导的方法要正确
。

家长可先预习教师的教学内
容

,

列出一些重点和问题
,

听课时认真细心
,

正确理解教学要求
,

有的放矢
,

回家先试尝着学弹
,

再把体会到的知识技能通过易学
的方法正确地传授给幼儿

,

并及时与教师交流探讨
,

琢磨出针对
自己孩子学琴一些行之有效的温和方法

,

不断纠正她们弹琴时出
现的错误

,

让孩子能接受
、

原意学
。

当孩子由于注意力不集中或
理解不深等原因

,

而达不到要求时
,

家长最好不要粗暴地训斥或
打骂孩子

,

孩子非但学不好而且会憎恶学琴
。

有的家长不重视基
本功的训练

,

轻视练习曲和辅助练习
,

一些看似可有可无
,

学到后

来就成了前进的拦路虎
。

总之
,

在学琴过程中
,

家长用心
,

小孩子

尽心
,

才能把琴学好
。

在校外教育中如何教好儿童学筝是一门新课题
,

它重在启
蒙

,

启蒙教育的重点又在于练就扎实的基本功
。

一方面
,

通过音
乐陶治情操

,

培养良好的性情
,

提高音乐的鉴赏力
,

开发智力
,

培
养智能 另一方面

,

为培养古筝的专业人才作准备
,

为她们将来能

进人高等专业院校学习打下基础
。

作为古筝教师
,

愿在这方面尽
心尽力

,

探索一条新路
,

为这朵艺术之花增光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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