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们喜爱和愉悦的”难道不可以称为娱乐吗?事 

实上小学生参与课本剧的排演很大程度上是把 

排演视之为一次次有趣的、有意义的角色游戏。 

有的孩子想扮演英雄，有的则想演坏蛋；有的喜 

爱扮演聪明人，有的则更爱演傻子；他们更喜爱 

演好些不同于本时代的甚至年龄差距很大的， 

造型特具个性的角色。至于那些别致的服装、 

道具更是让他们爱不释手，那怕做剧务工作也 

会使他们兴奋不已。尤其是一个角色的扮演成 

功会给他们带来说不尽的自豪与快乐!娃哈哈 

少儿艺术团表演团的小演员们，几年来为了课 

本剧的排练和演出放弃了许多节假 日的休息， 

然而他们认为值得。因为参与课本剧的演出， 

让他们穿越时空结识了许多的“新朋友”，刘胡 

兰、江姐、王二小、小公鸡、司马光⋯⋯在扮演各 

色各样角色的过程中，他们拓宽了自己的审美 

视野，有了更为丰富的审美情感体验，有了展现 

自我的审美表现、审美创造。他们的生活变得 

更有滋有味了!尤其是社会与小观众对课本剧 

演出的肯定与欢迎，更让他们充分享受了演剧 

成功的审美喜悦，心理获得极大极大的满足。 

同时，一个课本剧的演出不仅是小演员们 

的娱乐，还能给更多观众带来欢乐。因为几乎 

全校师生都是欣赏者。小观众们望着绘声绘色 

又千变万化的舞台，自然比看书阅报更为振奋； 

小观众们看着自己所熟悉的老师、同学的演出， 

当然比看电视、电影来得亲切。在节日，在联欢 

活动中观看形象生动的课本剧，这难道还不是 
一 种娱乐吗?尤其是一些以寓言为题材的剧 

本，富有讽刺幽默的意味，具有夸张、变形的拟 

人化的形象，则更体现了课本剧的娱乐特征。 

综 E所述，从美育的角度看，课本剧具有鲜 

明的形象特征，浓厚的情感特征和令人愉悦的娱 

乐特征。因此，它是一项很值得提倡的艺术教育 

形式。同时，也只有认识了课本剧的美学特征及 

其美学价值，才能够进一步普及课本剧活动，才 

能把课本剧活动提高到—个新的水平上，从而在 

我们的校园中放射出夺目的异彩。 

· 24 · 

止 

以 趣 激 情 

引 人 入 舱 

— — 浅谈儿童古筝教学 

王维莎 工 臣)少 奎 

器乐是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 

的美国音乐家詹姆士穆塞尔曾经指出：“器乐 

教学可以说是通过更好的体验音乐的桥梁， 

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广泛的音乐学 习领 

域。”实施器乐教学，既能激发儿童学习音乐 

的兴趣，调动儿童学 习音乐的积极性 ，又能促 

进其感受音乐、表现音乐能力的发展，进而使 

儿童的音乐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同时也有效 

地发挥音乐教学的审美教育能力。 

古筝是民族音乐的瑰宝，至今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已广泛流传于民 

间。由于它形制古朴典雅，声音优美动听，因 

而深受家长和儿童的喜爱和欢迎。而引导儿 

童学习古筝，激发儿童学习古筝的热情和渴 

望，对培养儿童热爱民族音乐、充分感知中国 

筝文化的丰厚底蕴、提高他们音乐素质和其 

他方面的综合素质，有着其它方式不可替代 

的作用。 

那么，怎样才能使儿童正确地步人古筝 

艺术的殿堂?笔者结合这几年古筝教学的实 

践，归结成以下四点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教 

学方法： 
一

、以琴激趣，点燃孩子们的学琴兴趣和 

热情 

小提琴家梅纽因曾说过：“教学工作从本 

质上讲，就是引导学生在正确的路上探索。”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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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兴趣是人类潜能的“原动力”。 

在教学伊始。教师总会遇到：学生对古筝 

充满了极强好奇心，但缺乏耐心，思想不集 

中。这时如教师采取一味的强压、批评，其教 

学效果适得其反，而却应该分析：儿童的心理 

及生理正处在发展阶段，有时注意力不集中， 

没有耐心意志不够坚定 ，对知识的理解不够 

彻底，这都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违背事物发 

展的客观规律。相反，我们应抓住儿童爱玩 

好动、注意力集中在感兴趣事物上这一心理 

特点，因势利导，使无意识变为有意识，完成 

从好奇心到产生兴趣的转变。即以音乐基础 

教育为主体，以兴趣培养为依托来进行古筝 

教学活动。事实证明，当学生对古筝教学产 

生浓厚的兴趣时，其学习古筝的积极性就会 

表现出来。这时学生对学习内容就会有一种 

自发的注意倾向，同时，伴随着一种积极的情 

绪状态——热情。正是这种“热情”鼓舞着孩 

子们主动且愉快地学习，而不会感到学习古 

筝是一种负担。所以，兴趣和热情是儿童学 

琴前进的动力，兴趣和热情是相辅相成的。 

如：融技巧和乐曲为一体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生第一个音符时，就应避免追求 

纯机械的手指运动，应注意用美的旋律 ，激发 

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初学琴时，学生和家长 

都有一种迫切求成之心，他们都想尽快琴上 

弹出小曲来。这时我就抓住学生这一心理， 

结合练习曲，教会学生演奏几首优美动听的 

，J ，这样，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热 

情。如果一开始就过多地让学生弹一些纯技 

术的练习曲就会使他们感到十分枯燥，产生 

厌烦情绪，易导致半途而废。因此，在教学的 

启蒙阶段，应选用一些把技巧性融于旋律优 

美、形象鲜明、格调清晰、短小精悍的乐曲之 

中的教材，激发儿童学琴的兴趣和热情。 

又如 ：演奏和表演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古筝基础教育中，为了让孩子们打下 

良好正规的专业基础，除了采取不同方式给 

予孩子们不断地鼓励和表扬外，还可以在教 

学中举行一些汇报演出，让孩子们在准备练 

习中提高演奏水平和竞争意识，在演出中体 

验成功，享受成功。有了鼓励与表扬，有了成 

功的感受，孩子们就会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从而积极主动地克服学 习中的困难 ，为 以后 

演奏出美妙动听的音乐打下坚实的基础。而 

随着儿童对学古筝的兴趣和热情的高涨，我 

们启蒙教学目的，“为他们步入音乐殿堂打开 
— 条通道”也随之达到。“教之 如好之，好 

之不如乐之”，只有把单纯的教学表演化、生 

动化，把抽象的定义具体化、形象化，把枯涩 

的概念优美化，使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教 

育才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循序渐进。遵循孩子们的认知规律 

古筝的学习，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在当今考级的热潮之中，许多家长都认为 

不考级是自学了，有的家长攀比的心理特别 

严重，盲 目攀高。如果教师为了满足家长的 

要求，也急于求成，不遵循儿童的认知规律， 

只希望早 日让他们弹奏乐曲，对学生提出过 

高的期望和要求，往往就会扼杀学生原有的 

兴趣。同时，学生也总希望教师能给予他们 

较多的肯定和鼓励，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 

达到教师的要求时，自然而然的也就会产生 

畏惧、厌学的心理。因此，在初始阶段，作为 

教师就必须根据儿童年龄小这一特点，有计 

划、有步骤地设计一些由浅入深的教学内容， 

循序渐进，来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如：左右手 

的演奏从保持手的基本手型的顺指法开始， 

逐渐拓展；在节奏音型的选择、技能技巧的安 

排、练习曲和乐曲的选择等方面均做到逐渐 

增加难度，不让儿童有过量的负担。这样的 

过程步骤清晰、目标明确、由浅人深、从易到 

难、循序渐进，才能水到渠成而扎扎实实地掌 

握古筝演奏技巧。 

三、循循善诱。培养孩子们的乐感与表现 

力 

儿童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他们艺术思 

维能力普遍比较低。而古筝艺术是一种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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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是抽象的。但 

是，每部作品却又是在表现作者的内心感受， 

有表现欢快的，有表现忧伤⋯⋯所以，教师在 

培养他们乐感方面的教学过程中，重点应放 

在音乐语言上，尽力将无形的东西形象具体 

化，以帮助学生理解音乐作品、体会音乐作品 

的内在意境，以达到教学要求。如在学习古 

曲<渔舟唱晚>时，笔者先把乐曲的意境作了 

这样的描述：夕阳西下，碧波万顷的湖面上， 

若干艘渔船上的渔民愉快的劳动情绪，最后 

通过荡桨归舟于欺 乃声中刻画出唱晚的情 

致。然后再分段讲解此曲的演技处理：开始 

速度要慢，宜用“慢板”，通过抒情手法，尽量 

发挥左手颤、滑音的妙用，使之实现优美愉悦 

的情调；当转入逐渐快速乐段“快板”后，要尽 

量情绪欢快活泼，层次清楚；尾声：描绘回忆 

和向往，应力求含蓄深远，有曲终不尽意之 

感。如此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们用心、用情 

去表演乐曲的内涵，才能进入角色，才能将乐 

曲的色彩、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而 

使学生在不断地通过对作品的旋律、节拍、速 

度、力度等处理的训练中逐步感受到音乐作 

品的魅力，提高了学生对音乐的表现力和对 

作品的分析鉴定能力。 

四、精益求精．增强孩子们的创造能力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有这样一句名言： 

“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 

醒、鼓舞”。所以在古筝教学过程中想象力、 

创造力的培养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要让学 

生成为开拓型、才能型、创造型的新一代，就 

要培养他们从小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具有高 
度发挥想象能力的习惯和善于运用创造性思 

维的习惯。而古筝演奏从乐谱变为生动的音 

响，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艺术 

活动。但是，音乐作品有其独特的发挥空间 

的作用，同一首乐曲对于不同的演奏者，由于 

各自的知识水平、音乐视角不同，他们的表现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韵味。为此，在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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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就要重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不 

要让学生成为复制品。所以，当学生学完中 

级教程，证实学生的识谱、演奏技能已达到一 

定的水准，这时就要注重加强学生对音乐作 

品深度的理解和表现能力的培养。每部作 

品，作者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创作出来的，作者 

应用了不同的技巧和音乐语言，去体现其内 

心那一片天空的独特灵感，表现作者创作意 

图和目的。因此，在学生演奏之前，要大致了 

解作者创作背景，去感受作者的生活触角。 

而教师应积极激活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冲 

动，创设易于产生创造性活动的环境，使他们 

在主动参与中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才能， 

使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思维得到充分发挥。 

如在学弹乐曲<秦桑曲>时，乐曲的本意 

是描写妙龄女子思念远方夫君的激切心情。 

1 L童没有乐曲本意的体验，怎么办?我就 

这样设问：你有没有亲人在远方?你思念他 

吗?你怎样思念他?我的“引导”成了发展学 

生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学生充分发挥 自己 

的想象力，来表述自己所理解的乐曲的意境 

和情绪。这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 

说：“处处是创造之地，人人是创造之人。”只 

有教师在古筝教学中遵循音乐学科的特点， 

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的创造意识，开 

发学生的创造性潜质，学生在学业上才会有 

所建树。 

艺无止境，法无定则。各种教学方法也 

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在 

特定时期有所突出。但我认为，古筝教育的 

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古筝艺术本身的特点，激 

发学生学习古筝的兴趣和热情 ，让学生在自 

由、积极和愉快的音乐实践中，自主地感受音 

乐，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全面提 

高学生素质。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增强其实用性和可行性。我在古筝教学 

领域里，还只是刚刚起步，有待继续探索和实 

践，仅以此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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