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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师范专业古筝教学思路拓展问题的探讨 

发表刊物：中国古筝艺术第六次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作者:马|欢 

论文内容： 

  

摘要： 

    随着社会群众文艺对筝的需求不断增加，筝文化近几年在国内掀起了阵阵高潮，不论从欣赏还是到

演奏，很多人都愿意了解并走进古筝艺术。它不仅是一种乐器，同时又是一种文化。国内很多综合类高

校的艺术专业相继开设了古筝专业课和选修课，对古筝教学的探讨和钻研是提高古筝教学的主要途径，

加之筝演奏技巧不断革新、丰富，改革传统教学，拓展教学思路就显得更为重要，以此做到教学跟随时

代“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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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筝，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民族器乐的经典乐器之一，优美的音色，动听的旋律，典雅的风格

使得它在中国从古到今的音乐文化长河中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流行千古，经久不衰。现今，随着社会

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因此而喜爱传统音乐。筝以自身独特的

魅力受到了大众的欢迎，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近些年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一波学习古筝的高潮，这

样，培养古筝演奏和教学人才的任务就显得很重要，除了音乐专业院校外，许多师范类和综合类高校也

开设了古筝专业课和选修课，提高古筝的教学质量除了从音乐专业院校着手以外，在高校师范专业的古

筝教学上下功夫也是必须的。 

 

    师范类专业的古筝教学是近些年才逐渐开设并增多的，所以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因此有待于更多

的古筝教学工作者共同探讨和努力。师范类音乐专业一般分教育和表演两个专业，表演专业的学生招生

数量较少，平均每个专业只招收几个学生，古筝教学是完全按照音乐专业院校的模式对学生进行培养的，

因此本文不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而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里一般会设置古筝选修课，学生数量较多，但

是也会因为人数多造成教学质量无法与表演专业相比，而这部分学生又正好是走向社会对业余学生进行

教学的主要群体，所以提高师范类音教专业学生古筝选修课的质量尤为关键，由此引发了笔者对这类专

业古筝教学思路拓展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一、课程设置的拓展： 

    师范类高校对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和较强的实践技

能，能胜任在高等和中等学校、文艺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从事音乐教育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与音乐相关

的其它工作。”这些培养目标还是主要以培养教学人才为主，所以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上是以培养目

标为宗旨而设置的。因此音教专业的学生若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就必须学好每一门课，学生们都在为以

后能做个合格、优秀的老师而努力学习，古筝课只是众多课程里的其中一门，因为开设的课程多，需要

练习与实践的科目与此成正比，学生没有充足的时间练习古筝，古筝课的教学质量因此而受到限制。 

    所以提高教学质量的首要途径就是拓展教学目的，在课程设置方面有所改进，比如，可以在音教专

业设置器乐、声乐主修，给在某方面有特长的同学提供更多的学习空间、时间和机会，这样学生就保证

了练琴时间，加之老师做到给表演专业的学生上课那样进行教学，教学效果和质量自然会随之提高。 

    

    二、教学内容的拓展： 

    音乐专业的学生参加高考被录取时文化课分数偏低，综合素质较弱。而很多艺术门类不是只具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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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技能、技巧就可以了，在练就“真枪实棒”的同时，仍然不能忽视综合的能力的培养和塑造，这一

点对于未来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 

    筝是中国的民族乐器，是古代中原本土乐器之一，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它的历史与发展与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块肥沃富饶的大环境下生长壮大的，所有经典

的传统筝曲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从某种程度上说，筝乐器和乐曲不仅仅是一门器乐种类，同时

还是一种文化。所以，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介绍和讲解，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

素质，更重要的是利于演奏教学中对学生技巧的培训和历练。 

    

    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无论贵溪崖墓群或是绍兴 306号墓出的筝，均说明战国早期的百越

之地已有筝乐流行，而且浙江所在的越地可能也是筝的源头之一。”[1]关于筝的起源地问题，众多学者

的说法皆各自有理，不属于本文论述范围，所以暂且不论。至少有一点毋庸置疑，筝起源和流传的时期

在弹拨乐器中是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民间十分流行，《战国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

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2]主要盛行地区在当时的秦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

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

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3]所以后代历来习惯称其为“秦筝”，这与筝的

历史密切相关。除此之外，筝在唐代广泛流行，除了在民间使用外，宫廷音乐也大量用到筝，这在相关

文献里和唐诗里均有记载。 

    

    诸如此类的关于筝的历史文化知识是所有弹筝的人应该熟悉的，所以在教学中应适当涉及关于文化

背景的讲解和介绍，可以丰富和拓展学生的知识范畴，让学生在弹筝的同时了解筝文化悠久的历史。 

    

    除了介绍筝的历史以外，教学中涉及大量的民间音乐文化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传统筝曲都

来自于民间音乐、植根于民族文化，让学生了解并适当接触一些民间音乐有助于提高她们的演奏水平。

如弹河南筝曲时，详细地介绍河南筝乐与河南大调曲子和河南曲剧的密切关系，“大调曲子是流传于开

封、洛阳和南阳等地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筝本来是其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后来常常将大调曲子的音调

旋律用筝独立演奏，渐渐发展变化成为独立的古筝小曲，这些被称为唱腔牌子曲的传统筝曲大多沿用原

来的曲名，如《山坡羊》、《银纽丝》等，它们的结构精致短小，情绪轻快活泼，地方风格浓郁。”[4]

也有一些小曲来源于河南曲剧的唱腔曲牌。其中，板头曲是河南筝派传统乐曲的另一大类，它源于大调

曲子演唱开场前的前奏曲，是为调节、渲染气氛而奏的纯器乐曲，板头曲的结构较工整对称，旋律进行

有较强的程式性，筝曲中的“中州古调”大部分都属这类作品。河南筝曲的演奏技法与它具备着这些地

方音乐特点是分不开的，其中的短摇、左手揉、吟、颤等“以韵补声”的技法均贴切而恰当的体现河南

筝乐与河南地方民间音乐的密切关系，皆是为表现这种乐曲风格而服务的。 

    

    在讲解的同时如果条件允许，还应该用多媒体或录音机播放相关的河南民间音乐，这样无论从感性

认识还是理性认知，都可以达到辅助教学的目的，在欣赏了乐曲以后学生在弹奏时会注重对其风格特色

的模仿。 

    

    除了河南筝，山东筝曲、潮州筝曲等传统筝曲和现代创作的曲目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这种教学

方式对教授传统筝曲有很大的帮助，收效明显。 

    

    三、教学方式的拓展： 

    传统的古筝教学侧重于演奏技法和技巧，教学方式以老师讲解为主，这种教学无形中给学生养成了

强烈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所以在教学中适当注意采用师生互动教学，不但可

以活跃课堂气氛，还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如，在教授新的技巧之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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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置学生预习，收集视频资料、论文或演奏家心得等文章了解该技巧的基本演奏方法，在上课时可以

让学生用语言介绍自己对该技巧的理解，然后老师做补充，教弹。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新技巧的理解，

促进她们更好的掌握新知识。 

    

    另外，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堂上互相辅导。教师定期开设辅导课，学生可以在熟悉的乐曲中选择一些

有特点的曲目进行模拟教学，老师就教学方法进行点评，以此教会学生如何教学。一个优秀的老师不但

要自己弹的好，更为主要的是要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点是衡量一个老师是否合格的最基本

的标准。 

    

    四、小结： 

    笔者根据几年的教学经验，摸索并总结出了以上几点古筝教学思路拓展的问题，已经将这些思路用

教学实践，效果明显，深受学生的欢迎和领导的好评。关于教学方面更多的经验，还期望向前辈讨教，

与同行商榷，目的是更好的将这些方法用于教学，以此促进教学，提高质量，为培养更多新世纪的古筝

教学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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