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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童健康成长条件

随着古筝队伍的 日益扩大
,

随着人们对古筝不断增加

的偏爱和广泛的普及
,

古筝教学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的问

题
,

已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

为此
,

我就几年来 自己在古

筝教学中的实践
,

浅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

之我见

良种更需活土
文 赵伟

一粒优 良种子
,

没有适宜的土壤和条件
,

它就不会茁壮地成长发芽
。

古筝学童亦是如

此
,

更需要沃土
。

什么是适合筝童健康成长的

条件呢 我认为
一

、

教师专业水平要高
。

为师者必须具备
良好 的 文化艺术修养和高超 的演奏技艺

。

不
能安于现状

,

不思进取
,

总是按一套模式进行
教学

,

而是要不断地总结
、

不断地更新
、

不断
地丰富

、

不断地提高
。

教学相长
,

师生共勉
,

德与艺并重
,

形成一种 良好 的教风和学风
。

二
、

教学条件要好
。

要保证古筝教学的 良

好进行
,

要有 固定的教学场所
,

充足的教学用
琴

,

系统的教材
、

教法
,

完整的教学设备
,

优

化的音乐 教育环境
,

使学生举手投足都沉浸
在美 的环境 中

。

三
、

家庭环境
。

在筝童成长过程 中
,

家庭
环境有着重要 的作用

,

特别是父母 的作用至

关重要
。

古今 中外许多优秀艺术家 的成长过
程都显示 了父母 的作用是 巨大 的

。

大提琴家
雅诺斯

·

施塔克 的母亲将抹上黄油 的 面包切
成小块

,

放在她儿子的乐谱架旁
,

是为了使他
不必 因站起来取食而 中断练琴

。

特别是在雅
诺期

·

施塔克离开父母时
,

他妈还特别给他买
了一只鹦鹉

,

并教会它一句话 练琴吧
,

雅诺
斯 练琴吧

,

雅诺斯
” 。

母亲 的 良苦用心无
疑为他 日后成材起到 了积极作用

。

这样 的例
子是举不胜举 的

,

每个成功者 的背后都无不
凝聚着亲人的心血

。

挑一总会强于十里挑一的
,

古筝亦是这样
。

要
想早 出

、

多 出优秀人才
,

必须要有雄厚的基
础

。

我们要进一步普及古筝
,

扩大其队伍
,

只

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选出
“

高
” “

精
” “

尖
”

的

人才
。

反过来这些优秀筝手又会带动更多 的

筝手齐头并进
。

在我们古筝艺术团
,

非常重视
推广普及古筝 的工作

,

采用 了多种多样的方
式来宣传它 一方面经常让小筝手参加各种
演 出

,

一方面我们 自己 又举办古筝专场音乐

会
,

再一方面我们经常让筝手们参加市级
、

省

级乃 至 国家级 的古筝大赛
,

取得 了 优异 的成
绩

。

这样我们用艺术实践深人了人心
,

得到 了

有关专家
、

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

我们 的古

筝 队伍 日益扩大
,

我们推广普及古筝的工作
收到 了 良好的效果

。

理性与感性同步

普及与提高并重

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
,

没有提高就没有
真正意义上 的普及

。

提高需要广泛而深厚 的

基础
,

巴西之所 以有众多 的世界级 的足球 明

星
,

韩国之所以有一批围棋顶尖高手
,

无不得
益于他 的 国家 中那些广泛普及 的基础

。

万里

古筝是感知 的艺术
、

审美 的艺术
、

传情
的艺术

,

要想达到完美的境界
,

就要使其理性
与感性 同步

,

就是说古筝教学既要讲授音乐
理论和古筝 的弹奏理论

,

又要讲对古筝音乐
作 品 的理解和 表现力

。

我们教学 中的顺序是
先讲基本乐理 的弹奏技巧

,

再讲 曲 目所表达
的 内容

,

最后应用到音乐实践上
。

要求学员做
到

,

学过的 曲 目要会背
、

会读
、

会弹
,

最终达
到完全理解

,

正确演奏
。

我们 的基本要求是
无论是一首什么 曲 目

,

除 了 尽可能地准确地
弹奏外

,

还要尽可能地调 动 自己更多 的艺术
和情感丰富演奏

,

以神带心
,

以心带情
,

以情
带声

,

以声带形
,

眼到手到
,

手停形驻
。

既有
“

此时无声胜有声
”

的意境
,

又有要
“

绕梁三
日 ”

之余韵
。

做到雅俗共赏
,

既有熟练的技巧
,

又有丰富的情感
,

心手合一
,

情景交融
,

理性
和感性 同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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