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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筝具有古老的历史渊源 ,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及丰富的传统筝取给人们留下的古朴雅致的情趣。然而 ,在古筝艺
术的非艺术能更为健康的发展 ,我们有必要从古筝考级的现状来思考和探讨。本文旨通过对现在古筝 (业余) 级现象的分析 ,

探讨如何能使古筝艺术更为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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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筝考级 (业余)调查报告的调查与分析
考级的目是“普及意识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我们在肯定

音乐考级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听到一些对业余考级
的质疑。笔者采用个别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 ,查阅资料等
方法 ,分别制作了家长问卷与学生问卷 ,这次调查共收回有
效家长问卷 50 份 ,参与问卷的家长均是参加过古筝 (业余)

考级的学生家长。
(一)观念正在更新

考级到底为了什么 ? 学古筝到底为了什么 ? 随着素质
教育的不断深化和深入人心 ,音乐教育地位日益攀升 ,正是
在这样的强大背景下 ,人们对音乐教育的观念在不断更新 ,

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更加全面和科学。我们在收回的 50 份有
效家长问卷里 ,对为什么让孩子参加古筝 (业余) 考级 (题
一) 、72 %的家长选择了为了孩子的升学加分 ,13 %的家长则
是为了检验孩子学习情况 ,6 %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全面
素质 ,4 %的家长是为了检验老是的教学水平 [1 ] 。

题一 :为什么让你的孩子参加古筝 (业余)考级 ? ( 　)

A 培养孩子的全面素质 　B 检验孩子的学习情况
C 检验教师教学水平 　　D 为了升学加分
对于为什么让孩子学古筝 ,大部分的家长是希望自己的

孩子有一技之长 ,而把古筝当成以后谋生手段的只占了 3 %

(题二)

题二 :为什么让孩子学习古筝 ? ( 　)

A 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B 让孩子有一技之长
C 丰富孩子业余生活 　　D 把孩子培养的出类拔萃
E 多一条谋生之路
很显然 ,家长们均认为古筝学习价值并不在于孩子未来

的生存之道 ,让孩子一技之长或者是想丰富孩子的业余生
活 ,这些出发点可以说都是好的。不过家长们对考级能够升
学加分表现的热情也值得我们深思 [2 ] 。
(二)通过以上调查得出的结论

通过以上的情况调查 ,笔者分析得出一下结论使笔者了
解了近几年的古筝 (业余)考级情况 ,分析得出以下几个共同
特点

1、是考级目的的明确。各古筝考级委员会分别制定了
《古筝 (业余)考级简章》,同时也相应制定了配套的规章制
度 ,如 :《古筝 (业余)考级工作人员工作须知》等。

2、是参与对象的广泛。在近几年的发展中 ,参加古筝
(业余)考级的学生笑到 4、5 岁大到 60 岁 ,每个年龄层均有
人参加。从考生的职业性质来看 ,从以前比较单一的学生 ,

现发展到各个阶层人都有参与 ,如公务员、工人、甚至家庭主
妇等 [3 ] 。

二、当前古筝 (业余)考级所出现的问题
由于“古筝热潮”的掀起 ,随之带来的商业性和功利性是

显而易见的。国家确定等级分明的艺术水平标准 ,目前的希
望是通过考级来提高全民的艺术素养。然而 ,我们现在看到
的考级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随着古筝学习队伍的壮大 ,我
国的考级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考点重点、考试
要求较低是现在的古筝 (业余)考级的一个特点 [4 ] 。
(一)古筝考级的目的与手段的错位

在素质教育观念日益普及的今天 ,人们对艺术教育的理
念已经开始形成一些共识 —以审美创造、表现和体验为核
心 ,通过艺术教育 ,发掘学生的艺术潜能 ,培养学生的审美意
识和发现美、理解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在我国现行古
筝 (业余)考级制度下 ,人们普遍对技能技巧的高度重视这本
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这种重视已经远远高于对古筝的艺术感
受、体验、理解与表现的重视 ,古筝艺术表现与技能展示之间
的关系就开始失衡乃至错位 [5 ] 。
(二)素质训练与应试训练的错位

音乐是一门艺术 ,通过古筝考试 ,主要的目的除了取得
资格证书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艺术情操 ,提高修养 ,增强
鉴赏音乐和创造音乐的素质。而现在的古筝考级却盲目的
追求应试的技术 ,忽视了素质训练。

三、结语
综上所述 ,针对古筝于考级的各种现象 ,我对考生们我

有如下建议 :

首先 ,稳固基本功 ,有了扎实的基础才可能弹奏出乐曲
的真正水平。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学生还应该从提高素
质入手 ,训练基本功 ,而不是单纯的训练应试水平 [6 ] 。

其次 ,熟悉乐理知识。要针对乐曲有自己的把握。这个
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学龄的不同 ,老师再逐个引导的。那
时所弹奏出的乐曲 ,仅仅只是乐曲的框架 ,并没有真实功底
与情感见解。

希望我的这次微不足道的调查能引起大家的重视与关
注 ,学生应该了解自身真正的需求 ,从基本功和乐理知识入
手 ,而不要的盲目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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