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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师古筝教学的弊端及其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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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g'l 高师古筝教学存在诸多弊端，直接影响了基础音乐教育的质量，因此，高师古筝教学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文章在培养目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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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古筝教学直接为中小学培养古筝教师，直接关系到 

基础音乐教育质量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素质教育 

目标的全面实现。但目前来看，高师古筝教学存在诸多的弊 

端，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一

、高师古筝教学存在的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高师古筝教学一直沿袭音乐学院的教学 

模式。音乐学院模式是以培养音乐专门人才为 目标的教育， 

它实行的是专才教育，主要通过系统地传授某一学科的专门 

知识，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同时具备一定的专门技 

能，它把“高、专、尖”人才的培养当作自己的培养目标。高师 

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是：为中小学及其他学校培养 

合格的音乐师资。具体要求是：通过教学及音乐实践活动， 

培养学生热爱音乐教育事业的精神，提高审美修养，丰富情 

感体验，陶冶高尚情操，具备适应中小学和其他学校音乐教 

学需要的理论、知识、能力和素养，奠定终身热爱音乐、享受 

音乐、学习音乐、传授音乐的良好基础，它培养的是多能一专 

的人才。音乐学院和高师音乐教育培养目标不同，培养模式 

也应有很大区别。高师古筝教学照搬套用音乐学院模式，必 

然会存在以下偏向。 

(一)盲目向音乐学院看齐，教学目标单一 

在实际的教学中，高师古筝教学几乎与音乐学院古筝教 

学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有一点向音乐学院看齐、攀比的味道。 

音乐学院课堂教学的优点、经验，对我们有利的，我们拿来运 

用到教学当中，这无可厚非，但“音乐艺术院校注重的是音乐 

本体目标中的单一能力的培养，是与其培养上舞台的专业表 

演人才的教学目标一致的。如果这种实现单一教学目标的 

教学模式，我们不假思索地拿来，显然是有悖于高师音乐教 

育的教学目标的，对其培养目标也是有害的”。⋯ 

(二)沿袭“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忽视了学生主体性 

的发挥 

高师古筝教学，仍然沿袭教师教、学生学，学生上课、教 

师辅导的传统模式，教师依然是学生的主宰，依然处于说一 

不二的支配地位，把教师当作了学生学习古筝知识和演奏技 

能的唯一来源。高师古筝教学的这种教学形式，极大程度地 

压抑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得不到应 

有的发挥。 

(三)注重个体演奏技术的学习，忽视了集体协作精神的 

培养 

在高师古筝教学中，通常采取“一对一”的个别课教学。 

这种个别课教学，一方面，使教师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但收效甚微，高投入低产出；另一方面，使学生失去与其他同 

学合作、交流的机会。这种“一对一”的个别课教学，不利于 

学生个性的成长，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因此，常常 

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些学生虽然个人演奏水平较高，但一旦 

与他人合作演奏，就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缺乏应有的合作技 

巧；在合奏中，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乐器并使其符合乐队的 

演奏要求，不能注意声部间的和谐与均衡；在重奏中，不能单 

独担任一个声部的演奏任务，不能与其他声部配合默契、和 

谐。由于很少有合奏曲目的积累，学生宁愿单独演出也不愿 

与他人合作，集体协作意识很淡漠。 

(四)重技轻文，重单项专项，轻综合素质的培养 

我国高师古筝教学，严重存在着重技轻文，重单项专项 

轻综合素质，对社会科学知识不太重视等偏向。高师古筝教 

学仅仅局限于古筝知识和古筝技能的层面上，“华而不实”地 

追求古筝曲目的难度和古筝演奏的技巧，不重视学生的基本 

功的训练；忽视舞台演奏经验、乐队编配能力、乐队排练经验 

的积累，忽视了与其他课程的相关联系，把古筝知识和技能 

的学习当作了唯一的目的。一些学生除了古筝以外，既不会 

唱又不会跳(舞蹈)，也不会其他乐器，缺乏综合的技能。轻 

视文化的积累，忽视综合素质的培养，结果是一些学生文化 

素质欠缺，人文修养不高。文化素质的欠缺，不仅会妨碍学 

生古筝学习的进步与提高，更会限制他们的音乐审美鉴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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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能力的发展。 

(五)缺乏学校教育情景下的实际训练，缺乏教学经验， 

从教能力明显不足 

在古筝教学活动中，学生鲜有教学实践的机会，缺乏组 

织古筝教学的实际训练，没有课堂实践教学的体验，许多学 

生甚至缺乏课堂语言组织的能力，缺乏古筝教案的编写能 

力，缺乏课堂管理的能力。高师古筝教学应花大力气，给学 

生实际的教学训练，增加他们的课堂实践机会。 

二、高师古筝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高师古筝教学要直面基础音乐教育实际，服从基础音乐 

教学需求，努力克服教学 中的弊端 ，提高教学质量。但质量 

并不是单纯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质的提高，而是涉及教 

师教育微观层次各个方面诸如教学理念、培养 目标、教学 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等配套改革、综合发展的问题。 

(一)坚持师范教育目标，重新定位古筝教学目标 

1．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办学思想 

坚持师范教育的信念，坚持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逐步 

矫正高师古筝教学中那种偏重追求艺术上的“高、精、尖”，致 

使整个古筝教学盲目地向专业音乐学院看齐的做法。树立 

“立足师范，面向社会，强化多能，突出特长”的办学思想，针 

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需要，努力培养出“站稳讲 台，兼顾舞 

台，面向社会，多能一专”的适应性人才。 

2．重新定位古筝教学目标 

未来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不仅必须具备较强的音乐感受 

与鉴赏能力 、全面的音乐文化素养、多项音乐技能技巧，还要 

具备相当程度的教育学科知识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 

胜任音乐教育工作。因此，高师古筝教学的主要目的，不能 

光停留在培养学生高水准的演奏技能上。而应该让学生掌握 

古筝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技巧，同时让学生掌握科学的音乐 

教育理论，音乐(包括古筝)教学原则、音乐(包括古筝)教学 

方法，以培养学生感受、鉴赏、理解、表现以及创造音乐的能 

力；通过古筝的学习弘扬民族文化，丰富学生的音乐文化知 

识，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通过 

学习古筝理解音乐，培养团结协作精神和合作能力。 

高师古筝教学不是为了培养古筝演奏家，而是为了培养 

“多能一专”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摆正古筝教学的位置，把古 

筝教学作为培养学生素质的一个方面，即“专”项的培养，而 

不应把它当作全部的内容。 

(----)适应高师音乐课程综合化的需要，更新教学内容 

课程综合化是指“以形成学生的复合性、创新性知识结 

构为目标而系统设计与协调整合大学课程结构和内容中的 

各组成要素(学科、社会需求、学生等)的一系列动态优化过 

程”[2 J(嗍)。高师音乐课程综合化是面向基础教育，满足培养 

高质量教师的需要。 

过去，高师课程 目标指向单一的认知领域，把课程视为 

知识 、视为学科，以知识为本位、以学科为本位；科 目划分过 

细，科目太多，口径太小。教学内容过多，而且条块分割，课 

程内容各自为政，并且无限加大，人为造成大量的知识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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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还会产生内耗，不仅浪费了课时与教育人力资源，而且 

增加了学生负担，使学生心智受到压抑，不利于学生主观能 

动性的发挥。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课程目 

标要从单向走向多元、综合与平衡。具体来说，每一门课程 

目标都体现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等三个维度的有机整合 ，注重对音乐文化知识的拓展。新的 

课程观建立在对传统的“知识本位”、“学科本位”批判与反思 

的基础上，突出“以人为本”和强调课程的整合。《标准》的出 

台，对高师音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师音乐教育 

改革现行课程的弊端，因此，高师音乐课程的综合化改革成 

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1．整合专业教学内容，建构合理的专业综合课程体系 

高师课程改革既要整合学科课程知识范围内各相关课 

程之间的内容，形成一定的课程模块，并使各模块课程在知 

识点上相互联系，又保持原来的相对独立。教学内容的优化 

组合有两点要求：一是综合全面，二是有序。[3 根据以上原 

则，高师音乐专业课程可作如下整合：[4】 

音乐基础理论课程模块。将基础乐理、视唱练耳的内容 

进行整合 ，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乐理与识谱课。乐理是学习音 

乐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识谱含视唱与练耳；视唱是在乐理 

基础上的唱谱技能训练 ，练耳也是在乐理基础上的音乐听觉 

感知能力训练。将这三项内容进行整合，可有效提高学生的 

音乐综合能力。 

技术理论课程模块。将和声、曲式、复调、歌曲作法、配 

器等课程内容进行有机整合，成为一门综合性音乐技术理论 

课。这几门课程本来就有着内在的联系，把它们整合在一 

起，可避免分别开设时所出现的重复局面，而且教师讲起来 

更生动、更实用。 

综合型音乐文化课程模块。将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 

史、作品欣赏等课程进行有机整合，引导学生从音乐的表演 

形式、题材、体裁、风格流派以及中外音乐的流变沿革等方面 

去全面深入地认识音乐艺术 ，以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与 

综合审美能力。 

艺术实践课程模块。将艺术实践纳入到教学内容中，让 

学生直接参与古筝演奏会的节目编导、排练、表演等，学习解 

决不同环境中的矛盾。培养学生良好的演奏心理素质和组 

织驾驭能力。多采用齐奏、重奏等集体课教学的训练，并指 

导学生进行基础的创作、改编、排练等。 

2．增加文化类课程比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高师音乐专业有的学生虽然把古筝曲演奏得音准干净、 

节奏正确、速度飞快，但除了技术还是技术，全然不理解音乐 

的情感和表现。应该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增加文化课程的 

比例。把课程改革提到文化层面来认识，只有“当音乐被置 

于社会和文化的前景中并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才能获得最 

佳的理解。对一种文化的恰切理解需要对其音乐有所理解， 

而欣赏一种音乐则要求对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和社会有所了 

解 。增加各有关文化内涵的音乐选修课，包括含历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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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页)在 日常学习、生活中有意识地锻炼听力微技 

能，理应成为教师编写教案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也应成为未 

来听力教材编写者予以考虑和重视的问题。我们期待着有 

一 种更科学、更有针对性的听力教材，设计出有声的“预听” 

材料，这将无疑给教学带来极大的方便，成为课堂教学有益 

的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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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re—-listening in Preparation for Chinese Listening 

Zhou Feng—qin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Siehuan Mianyang，621010) 

Abstract：There aIe arguments oll whetherforeign students need to prepare before Chinese Listening class，or how to prepare for it．In this 

article，the necessity for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Chinese Listening is diselm ed．The author refers to solll~e】【isting problems about the textbook 

writing related preparation for Chinese Listening and gives her advice．And then the author focuses 0rI the task of pre—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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