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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师古 等课 教 学多 议

王 小 平
扬州大学艺术学院 音乐系

,

江苏 扬州

〔摘 要 〕本文结合 自己历年的教学经验
,

从四个方 面 阐述 高师 艺术专业古筝课的教学

加强古筝技法的基础训练 重视传统曲 目的学习 注意经典曲 目的积 累 强调 古筝教学

法的学习
。

旨在提高高师古筝教学质量
,

培养合格的古筝教学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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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民族乐器中
,

古筝以它独特的艺术魅

力赢得了广大社会人群的青睐
,

业余学筝人数 日益

增多
,

在这种形势下
,

社会迫切需要合格的古筝教

育师资力量
。

现在很多高师艺术专业开设了古筝

课
,

这对培养复合型高师艺术人才以满足社会需求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高师艺术专业的古筝教学
,

有着明确的培养 目

标 —为社会培养合格 的古筝教育师资力量
。

古

筝教学不仅仅是为了陶冶情操
、

提高学生的艺术修

养和审美能力
,

更重要 的是 为了他们将来走 向社

会
,

担负起古筝普及教育的责任而打下 良好 的基

础
。

掌握古筝演奏技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它技

法严格
,

技巧性强 学习者不仅要 了解古筝的历史

流变
、

流派的风格及技巧的发展等诸多理论知识
,

还要熟练掌握各个时期的经典曲目 学习者不但要

具备一定的生理
、

心理素质条件
,

还需要教师正确

的指导和学生长时间的技术训练
。

因此高师古筝

教师不仅要善于把握学生 的生理
、

心理特点
,

还要

根据高师艺术专业的特点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
,

遵

循由浅人深
、

由易到难 的教学 原则进行系统的训

练
。

以下本人结合 自己历年的教学经验
,

谈谈 自己

的一点看法
,

以就教于方家
。

加强古筝技法的基础训练

古筝技法的基础训练也就是指古筝基本技能

的训练
,

它包括勾
、

托
、

抹以及 由此派生出来的快四

点
、

大撮
、

小撮
、

摇指
、

扫摇
、

点弹
、

双手琶音
、

轮指以

及各种指序组合的技法练习
。

要求习筝者在掌握

这些技法时要有规范的手型
,

松驰地弹奏
,

而且必

须非常科学
、

熟练地掌握这些演奏技法
,

使之在速

度
、

力度
、

音准
、

手指的灵活性诸方面达到一定的要

求
。

目前
,

有些人认为高师艺术专业的学生在身体

发育方面已经定型
,

基本是成人 了
,

他们能弹几首

曲子就行了
,

用不着太多的基本功
,

也无需讲究规

范
,

更不必在基本方法教学与基本技巧训练中花太

大力气
,

这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

有害的
。

例如 有

的高师艺术专业学生在大学毕业时
,

只会弹几首现

代筝曲
,

并且连几首 曲子都弹不完整
,

碰到有技术

问题就弹不下去
,

这就证明学生在弹奏时有技巧负

担
。

笔者认为这是 由两点因素造成的 一是基本技

法不过关
,

二是学习没有系统性
,

太
“

功利
” 。

众所周知
,

高师艺术专业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

师资人才
,

作为一名 即将从事古筝教学 的高师学

生
,

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
,

没有科学的演奏方

法
,

那就很难胜任以后的教学工作
。

因此
,

教师在

教学中必须向学生反复强调划“练基本技能的重要

性
,

让学生明白具有扎实
、

过硬的技术基本功是为

以后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

是为今后演奏高难度

乐曲做好技术上的准备
。

教师在讲解某种技法时
,

要让学生明白这种技法应该怎样弹 为什么要这

样弹 有什么科学性 以及在练习时要运用什么

方法来练习才能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
。

这就要求

教师在教学时要有端正的教学态度
,

进行严格
、

细

致
、

系统的规范化教学
。

对古筝教学而言
,

运 用和掌握 正确 的弹奏方

法
、

弹奏技巧
,

练出扎实的基本功
,

是我们教学中的

重中之重
,

也是高师艺术专业古筝教学的首要任

务
。

所以教学应重视基本功的教学
,

使学生尽可能



多地积累技术技艺
。

重视传统曲目的学习

古筝艺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

形成了不同风

格的筝艺流派
,

它们在演奏技巧上均有各 自的特

色
。

另外
,

每个流派都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

而且均有各 自系统的曲 目以及典型 的代表人物
。

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流派
,

以河南
、

山东
、

潮州
、

客家
、

浙江等较为著名
。

了解并掌握不 同流派的传统曲

目
,

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文化艺术视野
,

丰富和提

高艺术修养
,

而且还能通过这些曲目的学习
,

更好

地掌握左手的
“

吟
、

揉
、

按
、

颤
、

滑
”

等诸多装饰音技

法以及右手不同的演奏特点
。

任何音乐风格的形成
,

都离不开演奏技法
。

传

统古筝艺术的演奏风格主要体现为
“

音
” 、“

韵
”

密切

结合
。

换言之
,

这一风格是在左手的润饰技法和右

手的取音技法支持下形成的
。

其技术核心是
,

右手

以音为主
,

左手以韵为主
,

琴码两侧演奏技术平衡

发展
。

这一技术前提导致 了传统古筝音乐风格的

音
、

韵结合
,

平衡发展的形成
。

“

右弹左按
”

是筝的基本传统演奏技法
, “

以韵

补声
”

是传统筝的主要表现手段
,

这种通过
“

吟
、

揉
、

按
、

颤
、

滑
”

技巧表现 出来的韵味
,

正是各流派不 同

风格的标志
。

比如
,

山东筝的演奏特点是右手大指

小关节的快速托劈 或劈托
, “

挑弹
”

用得很频繁
,

旋律中经常出现连续大撮用以表现刚劲的气势
,

左

手颤音则是振幅较大
,

常常有音高的变化
。

而河南

筝艺流派的特点则是右手大关节的快速托劈
,

八度

往往用剔托弹法
,

右手在演奏中弦律触弦点则经常

采用
“

游弹
”

法
,

按音多变
,

颤音也有很多种颤法
。

每个古筝艺术流派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各 自的

旋法特点和演奏特点
,

细心学习
、

揣摩并掌握各流

派的技术特点
,

有助于基本技术的掌握
,

并为进一

步提高演奏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

要很好地掌握各流派的演奏风格确实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端正学习态度
,

明

确学习传统曲目的重要性
。

作为教师必须正确引

导
,

让学生多听各流派的筝曲
,

基本掌握各流派不

同音乐特点和独特演奏技巧
。

注意现代经典曲目的积累

建国 多年以来
,

我国的古筝音乐有 了长足

的发展
,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相当数量的新

曲不断问世
,

特别是作曲新技法的运用
,

极大地推

动古筝艺术的发展
。

何宝泉先生将现代筝曲的创作大致分为以下

几个阶段
,

每个阶段都有各 自的经典曲目 第一 阶

段以民间古筝演奏家创编为主
。

其特点是 内容反

应时代风貌
,

集中了民间演奏家高超的演奏技法
,

多采用民间曲调
,

以传统的旋法加 以创作
,

最具代

表性的曲目有 庆丰年 》闹元宵 等
。

第二阶段是

专业古筝演奏家创作的筝曲
,

如 战台风 》《雪 山春

晓 草原英雄小姐妹 》等
,

在演奏技巧上运用 了摇

指
、

扫摇
、

扣摇
、

点弹
、

快四点等一系列高难度技巧
,

把古筝的演奏技巧和艺术表现力大大地推进 了一

步
。

音乐语汇主要是反映时代风貌
,

具有一定的时

代感
。

第三阶段是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筝曲
,

如《茉

莉芬芳 幻想曲 黔中赋 等
。

在创作技法上大胆

吸收并创作了一系列古筝新语汇
、

新技法
,

有的还

大胆借鉴西洋现代作曲手法
,

有的在定弦上采用了

非五声音阶定弦
,

具有奇异的音响和独特的效果
。

作为一名高师艺术专业的学生
,

应当了解各个

时期主要的经典曲目
,

有选择地掌握这些曲目
。

对

于学生来说 至 年的学习所能接触到的古筝作

品很有限
,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既要

全面
,

系统地让学生掌握古筝的演奏技巧
,

还要掌

握一定数量的现代经典曲目中各个时期的经典曲

目
,

通过对这些 曲目的学习
,

使古筝的技艺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和提高
。

加强古筝教学法的学习

高师艺术专业以培养音乐教师为 目的
,

因此作

为一名合格的古筝教师不仅要有 良好的技能技巧
,

还要懂得古筝教学法
。

目前有许多学生只会弹几

首古筝曲
,

对于古筝的教学一窍不通
,

这必须引起

我们的重视
。

比如说
,

古筝弹奏的启蒙教育应该怎

样准确地讲解古筝的技能和技巧的要领
,

古筝的基

础训练如何进行
,

基本功的训练有哪些要领
,

碰到

不同的问题应当怎样解决
,

怎样合理地使用各类古

筝教材等
,

这些都应纳人高师古筝教学的内容
。

教

师要多创造一些实践的机会 如家教
、

艺术实践
,

让学生把学到的教学知识及时运用到实践当中
,

不

断增加 自己的教学经验和演奏技术的积累
。

综上所述
,

高师艺术专业的古筝教学
,

必须加

强古筝技法的基础训练
,

重视传统曲目的学习
,

注

意经典曲 目的积累
,

强调古筝教学法 的学习
。

另

外
,

针对学生的心理
、

生理及学习特点
,

制定科学的

教学计划
,

既要注意教学的系统性
,

又要注意遵守

循序渐进的原则
。

同时我们应注意
,

在教学实践中

要及时总结经验
,

改正不足
,

只有这样
,

才能为古筝

艺术的普及教育培养出合格的师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