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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日益丰富的艺术文化生活影响提高全民社会的音
乐审美眼光，在众多纷繁的音乐教学中，中国民族乐器古筝，这

一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乐器的发展承传，在新时期的发展潮流

中，人民大众的商业化学习可以说是推动古筝继续发展的主要

手段。在其商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师资水平、学校办学、教学

内容、社会层面要求等方面的不足，本报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

适合我国古筝商业化社会教育的一些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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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主要调查内容
（１）社会大众非专业古筝艺术教授班教师专业知识和琴艺

水平调查。

（２）社会大众非专业古筝艺术商业化办学的承传门派
调查。

调查方法：访谈

访谈对象：长春市社会民办非专业院校古筝教师（主要来

自：长春唯美艺校、长春双子星古筝培训学校、朝阳区少年宫、长

春风韵古筝培训中心、长春市铭杨艺术培训学校、长春音之翼音

乐教室、思缘古筝培训中心）。

调查结果表明，在调查的七所社会民办商业化非专业艺术

学校内，全职教师约２４％；剩下７６％非全职教师中，兼职在读学
生约８２％，外聘客座教师约１８％。这些教师中４０％为本科学
历，８％为研究生学历，６％为在读研究生。在所有教师中确切知
道自己琴派承传并掌握改派独到琴艺的占４０％。
２　古筝教学商业化的不足
２．１　师资水平方面
所调查的教师中学历不同，社会阅历教学观念大不相同，他

们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以及专业情意等三个方面也存在一些

问题：许多人不熟悉古筝门派分类和我国古筝各派别的独到技

艺，对古筝发展缺乏了解，多混沌式教学；对很多古筝演奏技艺

和古筝基础知识缺乏“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目标整合的教学能力；知识面较窄，不能把古筝知识

和音乐其他相关知识交融，不注意音乐之间交叉关联的特性，如

固定 、首调音高概念的养成，视唱练耳的基础训练；责任心不

够，课前准备不够课后缺少教学反思。

２．２　学校办学方面
教学过程大多数是集体教学，没有因材施教，课堂上课人数

多老师照顾不到；教学方式变革相对滞后，没有运用新科技和其

他多媒体手段，学生缺乏听觉的训练，没有养成对美音的基本评

价标准；培训途径单一，只有学校课堂式教育，教学模式固定不

发散，缺少音乐实践活动。

２．３　学习内容角度
商业模式过于浓重，盈利性、目标性太强，过分追求考级、琴

艺程度，导致古筝教材的难易程度跨度大，甚至不能衔接，起到

了揠苗助长的作用；市面上各种琴学书刊众多，缺少从始自终系

统的教程顺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和学琴者的选择。

２．４　社会要求
随着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社会竞争日渐激烈，对人才

层次要求的不断提高，社会大众音乐教育已越来越多的走入人

们的生活，已有的音乐培养方式和培养模式已需要相应调整才

能适合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尤其在２０１１年新课标正式颁布后，

音乐课程标准在课程功能、结构、内容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化更

可以为音乐社会教育提供主要方向，这也提醒广大音乐教师在

教学中的角色也要相应转变，也对教师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与挑战，要求教师不仅要发展正确的教育观念和良好的

职业品质，还要具备多元的知识含量和完善的能力素养。

３　完善古筝社会大众教育
本调查对于社会上商业化非专业古筝艺术学校的运营和古

筝教师的讲授提供几点合理化建议，具体如下：

３．１　多元的知识结构
新形势下教师首先要掌握精深的专业知识，对于古筝教师

而言，其专业知识结构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１）古筝发展演变史和全国各大筝派，并了解他们的独特演
奏技艺；２）中国古代音乐史相关知识；３）相关音乐知识，如音乐
理论、视唱等相关学科知识；４）其他姊妹学科知识，如历史、地
理、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知识；５）熟悉当今国家对于音乐课程的标
准方向；６）对于一些经典作品相关创作背景，承传发展的知识。

教师在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还要多阅读全

国音乐核心刊物的专业性知识，学习人文科学研究前沿的最新

成果，还应更多的学习和掌握最新的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论以

及其他相关的理论。现代的古筝乃至音乐教师不仅是实践者，

而且要成为研究者，因此还要学习教育哲学、管理策略、教育教

学活动设计、方法选择、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及教育研究

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不仅会教，而且有自己的教育追求与风

格，这样才能适应和满足当今社会对古筝教师的要求。

３．２　过硬的专业能力
１）教师自身要具备过硬的业务素质，如具有良好表达沟通

能力，以应对不同阶层、不同阅历、不同专业程度的社会大众群

体；２）教师自身要有较高的教学能力、包括教学示范、教学评价、
教学比较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３）教师自身具有较高的教
育能力，包括对学生进行个别教育、集体教育和组织、管理、协

调、控制等；４）教师还应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现代器乐教学要求
教师要善于对自己的教育时间和周围发生的教育教学现象进行

反思，从中发现问题来进行研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同时适当

对新的教育思想、方法、观念等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这也

正是艺术教育工作更具有创造性和内在性的独特魅力。在发

现、反思、总结的过程之，可以将此过程转化为文字与全国的艺

术教师共同交流，并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５）较强的教学能力在
社会化古筝教育中也占有很重要位置，古筝教师应在教学过正

中善于观察了解学生，并通过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开发学生的创造力，使学生由“学习”转为“会学”。引导他们学

会举一反三，达到音乐知识之间的融合，各姊妹学科之间的触类

旁通。这样无论是学生的专业基本功的掌握还是参加各种比赛

竞赛的能力都会得到巩固和提高。

４　总结
综上分析，古筝的商业化社会化教育在大众眼里看似浅显

直接，但其实古筝教师和办学单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

对教师自身的综合能力要求也十分严格。本文旨在发现社会化

古筝教育的现状分析其中的不足，为古筝教育的社会化普及和

城市艺术社会文化氛围的提高发展尝试给出合理化建议，并实

现教师自身素质和社会艺术教育综合水平的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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