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艺 教 国 园地一 

新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提 出：课外艺术 

活动是音乐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指导 

课外音乐活动是音乐教师的职责。本人在指导古筝 

课外活动小组排练合奏 春到拉 萨》一曲的过程 

中，深感排练是一项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合奏排练 

的过程是师生共 同体验审美情感、丰富联想和想 

象、创造和表现美的过程。教师是排练的组织者， 

应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激发想象，引导学生把握 

作品内涵，营造、拓展作品的意象，启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使学生置身于美的体验与创造中，推进素 

质教育。本文就排练中的做法与体会作一归纳，以 

就 教 于各 位 同仁 。 
一

、 感悟意象，拓展意象，营造作品的美学意境 

音乐用声音来表达感情，意境的营造是非常重 

要的。排练的第一步是感悟作品，研读乐曲。首先 

是初步感悟：了解作品的作者、写作背景、主题思 

想、乐曲的主体风格和弹奏技法。然后启发学生深 

入感悟：激发联想，拓展意象，引导学生逐节逐段 

地弹奏、欣赏和研究。 

春到拉萨 旋律优美，以藏族民间常见的羽 

调式五声音调，描绘 了雪域高原的春景，表现 了民 

主改革后的藏族人民载歌载舞，欢乐酣畅的美好生 

活，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艺术韵味。在总体意象 

的把握上，要突出一个 “春”字，描绘的是春景， 

表现的是春情 (藏族人民如春的情感 )，乐曲交织 

着明朗欢快与优美抒情的音调和情绪。引导学生充 

分调动 自己的生活体验 ，联想春光春 色的无限美 

好：鸟语花香，万紫千红⋯⋯，从而给作品在情绪 

上定下一个总的基调：喜悦，欢腾，振奋，奔放。 

开头八小节的引子部分节奏 自由辽阔，力度强弱 

变化很大，既是乐曲的引起部分，也是意象画面的引 

出：春天的青藏高原一步步向眼前逼近，绮丽、雄 

伟、广袤、辽远。无不让人发出 “岱宗夫如何，齐鲁 

青未了”的感叹。使同学们仿佛看到了盛开的格桑 

花，感受到青藏高原浓浓的春意扑面而来的意境。 
A段具有很强的舞蹈性，完整地采用了藏族的 

弦子音乐，左手低音的固定节奏型和音，使主题显 

坚韧不拨的毅力和精神。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把音乐教 

育中的审美教育功能贯穿在整个中小学音乐教学的始 

终： 

1、始终把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 

放在音乐教育的突出位置，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 

2、坚持德育渗透，加强艺术熏陶的效应，因材施 

教，循序渐进。 

3、根据新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结构图式，加强 

素质教育的培养，强调唱游、唱歌、欣赏、演奏、学习 

小知识、音乐故事、创作、练习等形式的兼容并蓄，相 

互交叉，相互渗透。 

4、器乐进课堂，既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意识，又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培养了学生在音乐方面的音乐素 

质。尤其是针对学生中独生子女的孤独、自私等方面的 

毛病，通过音乐教育中的齐唱 (奏)、合唱 (奏)、领 

唱 (奏)等多种形式的培养和锻炼，增强了学生的集体 

主义精神和荣誉感，增强了学生间的团结协作精神。 

音乐教育对于人的情感有着陶冶和净化的作用。通 

过音乐教育来培养人们和谐的情感和心灵，从而实现完 

美人格的建构。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核心内容和主 

要手段，正是通过 “以情感人”、 “潜移默化”、 “寓 

教于乐”的方法，陶冶人的情操，美化人的心灵，使人 

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具有全面发展和高 

尚情操的人。 

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轨，音乐教育必须首先适应素 

质教育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领导重视，转变观 

念，认真地把艺术 (音乐)教育放在素质教育的前卫； 

其次从教材的编撰入手，力求题材广泛，体裁、形式和 

风格多样化，既要适应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又要有时 

代气息，增加审美内容，开阔学生视野；再次是要加快 

音乐教育的改革，教学必须多样化，力求生动活泼，以 

此提高学生的兴趣，使之能够热爱音乐，主动 自觉的要 

求学习音乐，勇于探索音乐领域那神秘奇特的理想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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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庄严、有力，而第二次的加花变奏，左手的分解 

和弦则带来了一种明朗、欢快的情绪，使音乐顿显 

柔和。启发同学们想象豪放彪悍的藏族男青年和婀 

娜多姿的藏族少女们欢快的舞蹈着，洋溢着翻身的 
喜庆。 

B段充满了激动之情：奔放 自由的节奏，上方 

声部 高亢的音调与婉转连绵的弦子音乐，描绘 了心 

中跌宕起伏的情绪，似春风拂来，荡尽心底的尘 

埃 拉萨之春优美的意境再现在同学们的眼前：冰 

雪融化 了，流向了江河；春风吹来了，百花欢笑绽 

放；万物苏醒了⋯⋯。借助 “红杏枝头春意闹”， 

引发学生联想雪域高原一一拉萨春意闹的意境。 

C段音乐节奏舒缓。流畅，如行云流水，情绪 

温柔恬适，轻松愉快。当老师发问：这时拉萨之春 

的意象画面中出现 了什么呢?有的说： “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是青年男女在甜蜜地约会；有 

的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老阿妈在 

给儿子做衣服；还有的说：我看见儿童们在花丛中 

翩翩起舞 ⋯⋯。优美如歌的旋律，展现 了一幅甜美 

的异域风情图，意境极富诗情画意。 

D段与尾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同音十六分 

音符的大指快速劈托，热烈奔放， 似万马奔腾，响 

彻雪山、高原，烘托了藏族人民跨骏马，奔向美好 

明天的意境 

二、融情于曲，深化直觉，对作品进行二度创作 

充分领悟作品意象之后，排练转入关键阶段 ， 

即融感情于演奏之中，创造性地演奏作品，引导学 

生将眼中之音变为手中之音、心中之音，使心灵情 

感融入作品之中，使情感激发想象，使意象得到充 

分的表现。经过初步的排练阶段使学生们对 春到 

拉 萨 音乐主题的发展以及段落结构 、速度 、力 

度、音乐表现归纳出这样一个总的轮廓 

引子 A B C D 尾声 

散板 中板 散板 慢板 快板 快板 

1-8 
(小节) 9—27 28-58 59-98 99-137 l38-167 

很弱、 强、 中强、 渐强、 
很强、 中强、 强、 渐弱、 强 很强 

很强、 强、 强
、 弱 弱 弱

、 很弱 弱、 

自由 庄严有力 激情 自由 抒情优美 奔放有力 激情 
辽阔的 明朗欢快 如歌 

合奏表演作为二度创作，既要忠实再现作曲家 

的创作意图，又要通过创造力的表演使音乐作品更 

加完美。在二度创作中，教师要不断诱导学生音乐 

直觉 (音乐感 )的深化，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激 

励想象的驰骋，带着深厚的情感去演奏，才能在合 

奏表演中感受到音乐的升华之美。在音乐速度、力 
度的处理上，既体现对比又要求紧凑，通过声音力 

度的变化和流动的音乐速度表达情感，作好渐快、 

渐慢 、突快，渐强，渐弱的处理，使合奏达到 “快 

而从容 ，慢 而不沓；强而不躁 ，弱 而不虚 ”的音响 

境界。在排练中，我们总是经过反复多次的弹奏、 

比较，让学生们能发现更好的表现方式，以利于更 

好发挥合奏效果。在反复的对比、体验 、实践中， 

使学生们获得 了二度创作的喜悦。 

三、把握情韵、协调、合一，展现合奏美的魅力 

随着排练的不断深化，有关音乐表现、情感体 
验和演奏技术上的要求要不断提高，逐步达到合奏 

的统一与默契，以 “美”的直觉贯穿整个表演。以 

“情”传琴，使琴声在学生们富于感情的演奏中更 

具情韵 ，展现合奏美的魅 力。 

动作美：讲究合奏中的手形与身形， “未成曲 

调先有形”。如起势、收势，呼吸、气口的统一， 

扫 弦 、刮 奏 的动 作 ，其 原 则 是 自然 松 驰 ，体 现 

“合”的整齐一致。 

琴韵美：在合奏中讲究 “合”的揉、按、吟、 

颤时的深 浅及快慢 ，以免造成不协和 的音响效果， 

演奏时要求学生滑、按音到位，着重训练，使学生 

体会那独特的古筝韵味。 

音色美：音色是音乐表现的精华，是架起音乐 

与人情感之间的桥梁。在合奏中，根据乐段的感情 

色彩改变音色，可通过触弦方法及触弦位置来变 

化，特别是 乐曲中明显的标记处。利用合奏的优 

势，安排领奏、齐奏、分声部奏来表现各种力度变 

化和音 色的变化。 

表情美：音乐作为心灵的语言，善于表现人对 

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而引起人的生理反应，产生 
一 定的表情动作， “合奏”美的音响引起 了学生生 

动的表情变化，产生表情美。 

合奏排练是一项浩大而纷繁的音乐实践活动，合 

奏讲究的是协调统一，讲究的是集体意识和团队协作精 

神。在合奏 春到拉萨 的排练中，不断启发学生去体 

验乐曲中高低、强弱、织体、和声、节奏等音乐美的对 

比变化，以细腻流畅的乐音，去表现 ((春到拉萨 的艺 
术境界 通过合奏排练引导学生深刻地感悟音乐，张 

开想象的翅膀，激活创新灵感，从而创造性地表现作 

品，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使学生充分领略演奏古筝 

时的快乐并得到美的享受，最后达到合奏表演的共识。 

演 秦技术技巧行为，在于表达音乐中丰富的内涵，不仅 
需要提高自己的表演技巧，而且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广博的艺术修养。中国古典乐论 

乐记 说： “为乐不可以为伪”，只有自己具有深刻 

的人生体验和丰富情感，表演才可能真实动人，才可能 

深刻的去感悟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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