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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古筝教学谈 

郁茜茜 

目前，在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虽然没有 

明确规定专业方向，但基本上是以钢琴、声乐为主， 

专修古筝的学生很少。不过，仍然有许多学生自愿 

选修古筝这门乐器。因此，音乐教育专业的古筝教 

学，肩负着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方面，为了那些将来 

以古筝教学为职业的学生，在他们走向工作岗位后， 

能够胜任古筝的教学工作。而我们教学的重点应是 

培养学生的古筝演奏技术能力及其教学能力。另一 

方面，对于只是爱好学习古筝演奏的学生，我们应加 

强他们的艺术修养，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对民 

族音乐的审美能力。这样也就决定了古筝演奏课程 

的复杂性，同时要求课程的教学应该根据不同性质 

和不同层次的学生，做出实事求是的教学计划，制定 

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案，更要做到因材施教。 

当然，无论是对于专业学习古筝的学生，还是对 

古筝有兴趣的学生，都要给他们打好基础，让他们掌 

握正确的演奏方法，在今后的演奏中更好地把握音 

乐作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抓住古筝演奏方法 

的基本规律进行教学，训练学生的基本功。 

自然和松弛的演奏是训练的基本功。自然指的 

是要求符合客观现象。演奏生理上的自然，是要求 

手、臂、肩以及整个形体的自然状态。如果人为的做 

作，将会造成技术障碍和心理的紧张现象，久而久之 

会严重影响技术的发挥，。因此，教师应该注意基本 

演奏姿势自然。的松弛与自然。 

松弛是一个相对而言的词汇。什么是松弛呢? 

符合生理规律，并自我感觉与视觉的舒服就是松弛， 

也就是自我的松弛与客观自然的一致性。在基础训 

练中，教师应特别注意松弛与紧张的交替循环，即弹 

弦时紧张后的松弛；应及时纠正一些不良的演奏形 

态所引起的紧张形象，类似高抬肘、鹰爪手形等就是 

常见的非自然现象。在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认识错 

误方法的危害，强调演奏上的不松驰会导致终生不 

能弹琴的后果。 

就拿高抬肘来说吧，高抬肘是许多学生都存在 

的一种现象。高抬肘就是 “架着膀子弹琴”，手肘高 

抬大臂就会紧张，手臂也易僵化，这种姿势对演奏影 

响极大。长期高抬肘，习惯成自然，自身很难察觉， 

而且，随着技术难度的不断加大，速度的不断加快， 

使紧张度也逐渐加大，过度的紧张就会使得肌肉劳 

损。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筝架和 

琴凳的高度。古筝是平置演奏的乐器，筝架和琴凳 

的高低很容易被忽视，常常出现筝架高、琴凳低的情 

况，这样，在演奏时为了触弦的方便，手肘就得上抬， 

这就会出现上面所说的演奏中高抬肘的姿势。筝架 

和琴凳的高低应依据演奏者的腿能自如伸展于筝架 

内为合适，以演奏者的腰部与筝柱头平行为佳。弹 

奏时，要求演奏者的手臂自然下垂，曲肘置于筝弦上， 

使手臂较自然而无负担。 

再说鹰爪手形。鹰爪手形也是常见的错误演奏 

姿势 鹰爪手形指的是手形僵硬，手腕高耸的手形 

状态。这种手形紧张，很不可取。所谓自然手形，就 

是人在站立时两手自然下垂，根据演奏的需要，大指 

略微展开，手指自然弯曲，手呈半握拳状。这种放松 

的自然手形，不仅展示在静止的状态，也呈现在演奏 

的过程之中。它是左右手弹弦的基本形态。 

基本功的训练也包括触弦方法的训练。不同的 

触弦方法能够产生不同的音色。古筝弹奏的基本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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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方法有两种，即夹弹法和提弹法。夹弹法是手指 

弹弦方向向斜下方，其发音厚实，音质饱满，弹奏时 

往往是无名指或小指扎桩放在琴弦上，使手有所依 

托，此法为初学者的基础弹法。提弹法是手指弹弦 

方向从斜下方到斜上方，其发音清脆明亮，音质纯正 

干净，弹奏时往往是无依托，悬手弹，此法为快速练 

习的重要弹法。除这两种基本弹法外，触弦角度的 

调整，触弦速度与力度的不同，指甲吃弦的深浅都会 

使筝的音色产生极大的变化。学生在基础训练中应 

掌握上述两种不同的弹弦方法及其产生的不同音色， 

学会调整各种触弦的角度，并能自如地运用在乐曲 

的演奏中。 

另外，假指甲的运用也关系到演奏水平的高低。 

我们知道，假指甲的材料质量、外形规格、厚薄尺寸、 

工艺水平都极大地影响音质音色。尽管这个问题常 

常有人加以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又往往得不到足够 

的重视。一般说来，假指甲厚了会使音发闷，薄了会 

使音发飘。假指甲过大过宽，弹奏阻力大，磨擦大， 

发出的声音不干净，燥音重。假指甲过小过窄，弹奏 

力度不足，声音尖硬不厚实。理想的假指甲材质坚 

实又富有弹性，厚薄适度触弦面既小又能承受大力 

度的压力，制作精细，光洁度好，其长度因人而异，应 

以不超过手指第一关节为佳。假指甲的材料有许多， 

其中以玳瑁片为上乘材料。 

尽管上述问题应该是在早期的基础阶段就得到 

解决的，但是，一些多年学习古筝的学生仍存在这些 

问题。因此，在音乐教育专业的古筝教学中，首先应 

加强基础方面的训练。当然，每个学生的情况不同， 

教学节奏的快与慢就有所区别。教师对教学节奏的 

调整应控制在为学生打好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基础 

好的学生应快些进入到其它内容的学习；基础不稳 

固的学生应着重进行基础性的训练，这样才能够保 

证教学的质量。当然，“慢”并不是教师的目的， 陕” 

才是教师的愿望。由于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大多已 

经成年，他们的理解能力较强，学习具有主动性，所 

以教师在教学节奏上要做合理、科学的安排。教师 

要对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并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量 

体裁衣”的做出教学的设计和安排，不可迁就学生， 

特别是他们急于求成的心理。对待进校前有一定基 

础的学生，也要注意演奏方法的正确与否和基本功 

的扎实程度等问题，要求他们经过一个相对慢节奏 

的训练阶段，只是在时间的安排上略有不同。在这 

个阶段，教学可采取上集体课的形式。这样，不仅可 

以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更能在观摩中提高专业水 

平，培养学生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的应用能力。中 

期是学习提高的阶段，也是H,-JI旬较长的一个阶段。时 

间安排大致在学生大学二年级至三年级这两年间。 

其教学进度比较快，当然也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条件 

和接受能力的快慢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在此阶段 

仍然需要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快与慢交替进行。另 

外，由于性格、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每个人都 

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 有的学生接受能力强， 

学习刻苦，能够很快达到甚至超过老师的要求，这时 

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调快学习进度；有的 

学生接受能力差，但学习刻苦，对这种学生要善于诱 

导，耐心教学，加强基本功和视奏的训练，帮助改进 

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在对待一些学习不刻苦， 

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就应注重教学能力的培 

养，即使他们不能达到演奏要求，也掌握掌握演奏方 

法和演奏技巧。 

总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针对不同问题从多方 

面设法帮助学生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尽力挖掘学 

生的学习潜力，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使学生们都能 

学有所得，学以致用。中期的授课，宜采用个别课和 

集体课相结合的授课方式，针对个人问题进行解决。 

教师还应在教学中观察和总结出学生的专业水平，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发掘出他们的潜力。 

在教学的后期，学习时间大致只剩一年左右，学 

生们的技巧训练分量加重，因此这个阶段的进度一 

般也比较慢。在教学上，教师应注重学生音乐表现 

力和艺术修养的培养以及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要 

引导和帮助学生，使他们进步得更快，为走向社会打 

下良好的基础。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古筝教学以“口传心授”为主，学习内容上也 

更多的采用“以曲代功”。虽然现在大多数古筝教师 

认为“以曲代功”这种形式不好，而采用“以功代曲” 

的形式。但笔者认为，作为对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 

“以曲代功”形式也不是不可，因为他们的学习时间 

和精力有限，花太多时间练习基本功是不可能的，所 

以对待他们的教学可采取“以曲代功”和“以功代曲” 

相互使用的方式。教材的选择要少而精，近几年古 

筝乐谱的出版逐渐增多，教学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 

对繁荣古筝艺术，提高教学质量，对古筝教学逐步向 

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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