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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艺术专业古筝课教学初探 

发表刊物：《新课程研究：职业教育》2008年第 5期作者:张玲玲 

论文内容： 

    [摘 要]古筝在我国民族器乐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古筝的演奏和教学以及其艺术实践活动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本文着重从古筝教学的重要意义出发，分析现在高校艺术专业古筝课教学的现

状，探讨古筝教学的有效性措施及方法。 

 

    [关键词]古筝教学 概况 演奏方法 技巧 

    

  古筝作为具有 2500 多年的悠久历史乐器，一直被认为是民族乐器中的瑰宝，雅俗共赏的奇葩。随

着民族音乐艺术走向世界，古筝艺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音乐爱好者的热爱。面对这样的形势，古筝师资

力量的培养越发彰显其重要性。为此，在国内许多音乐师范院校，都开设了古筝选修课，以此来培养更

多的古筝师资，为普及古筝艺术，弘杨民族音乐文化而努力。 

 

  （一）古筝教学在多元音乐文化教育中的意义 

 

  当前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已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的主流，在中国也正渐渐成为众多音乐教育者的共识。

多元音乐教育秉承“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为优秀，也不存在一种超然标准可以证明一种正当

性，可以把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他文化”。多元文化观的核心是文化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的

相互影响。作为教育理念的多元文化观认为“学校必须帮助学生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以及对文

化冲突的恐惧，学会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主张世

界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都值得学习，音乐的文化价值是平等的，不存在先进和落后之分。尤其是全球化

时代的今天，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文化多元化或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各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色音

乐文化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都值得人们学习的。 

 

  （二）古筝教学的概况 

 

  古筝这种乐器在其漫长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乐器不断改革、 技法不断丰富，历朝历代从宫廷到民间

直至近现代的演奏家与教授、当代各流派古筝艺术家，以更加明确的音乐理念对古筝艺术从创作到演奏，

从理论到教学，从乐器改革到乐器制作进行了全方位、大幅度的丰富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随着古筝技艺水平的提升、 技法的不断革新，古筝的教学方法从口传心授、 以曲相教的民间状

态步入了专业化、 学制化、 系统化、 规范化的轨道，产生了质的飞跃。古筝在我国民族器乐艺术中占

有独特的地位。在素质化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 高校古筝教育课程的大力推广和全面性演化的今天，尚

存在诸多问题：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教育经费不到位，学生基础不均衡等等。目前，部

分省内外高校通过对古筝集体课的探索和研究，正在努力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古筝的普及和推广也指日

可待。 

 

  （三）古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古筝的演奏方法问题。 

 

    第一，我国南北方在右手的演奏手法有很大的区别, 北方的扎桩演奏, 扎实有力, 声音结实、 饱满，

南方悬手提弹的演奏方式使乐曲清新流畅, 快速而富有爆发力。 不同风格的乐曲应采用不同的演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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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尤其是对于传统的乐曲, 更要注意扎桩演奏与悬手提弹演奏的区别。 对于初学者来说, 扎桩演奏法

比悬手演奏法更易找到手臂力量的下垂, 手形也相对容易固定, 所以我认为初学者还是应以扎桩演奏开

始进入学习为佳。 

 

    第二，古筝独特的韵味是由左手来体现的, 老师从一开始就要很确切地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的上滑

音、下滑音、按变音、 上回滑音、 下回滑音及颤音等一系列的概念，并要求学生务必牢牢把这些概念

记到头脑中。 

 

    第三，乐理与视唱练耳的训练。 古筝弹奏者的左右手都要参与弹奏，所以双手的配合中节奏至关重

要，老师要从基础给学生把节奏训练好，要告诉学生一系列的乐理知识，例如音符的时值、 节拍、 节

奏等。 对于没有分辨音高能力的学生，要建议他们另外加上视唱练耳课。 不能只图速度而不注重乐曲

的质量。 

 

    第四，演奏中用力方面的问题。 老师必须确切的告诉学生什么时间放松，什么时间用力。要在触弦

的一霎那用力，之后要像弹簧复原般地速度放松，指尖的触弦要反应迅速、敏捷，不能提前触弦或拖延

触弦时间。扎桩演奏法中指与大指要向面板方向用力，肩部与手臂的压力与重力落到指尖，从而使声音

结实富有穿透力，弹完后立刻放松。而四点提弹法则是肩部手臂下垂力传导给手指后，指尖对于琴的一

个敲击力量，在敲击的同时指尖向手心方向与掌关节的一个握力相结合，迅速发出声音。 

 

    第五，关于演奏速度。古筝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首先要扎扎实实的练习基本功，锻炼手

指的控制力, 从大量的基本功训练中就要做到用节奏管住手指。其次要想达到快速，就一定要有慢速的

过程。 从一开始试谱就要做到音符准确, 节奏准确。当每一段落可以做到每一个音都正确弹奏时，再逐

步增加演奏速度，最后达到乐曲本身要求的曲速。三是放松的问题，快速演奏过程，不是一个紧张的演

奏过程，要做到快而不紧，松而不懈。 

 

    2.创造古筝教学的有利条件。 

 

    首先是师资。教师要有较好的专业技术水平、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高超的演奏技艺，不能安于状，

不思进取，总是按一套模式进行教学，而是要断地总结、 不断地更新、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提高。学生

要求做到：学过的曲目要会背、 会读、会弹，最终达到完全理解，正确演奏。注重教学相长，师生共勉，

德与艺并重，形成一种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第二，要有保障教学的基本条件。保证古筝教学的良好进行，要有固定的教学场所、演出场地，充

足的教学用琴，系统的教材，科学的教学法，完整的教学设备，优化的音乐教育环境等，使学生举手投

足都沉浸在“音乐”的环境、“美”的环境中。在教材的选择上，上海筝会编印的《中国古筝考级曲目》

（上、下册）收集了从初级到高级、南北各流派不同风格及表现技法的代表曲目，适宜在高校集体课教

学中使用。 

 

    第三，采用集体课教学的优越性进行教学。采用古筝集体课教学可以有效的节约教学资源，同时有

效的提高了教学实践能力。音乐师范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专业领域的顶尖人才和演奏家，而是旨在培养

专业的教学型人才。集体课上教师对练习的要求、乐曲内容的表现和容易出现的错误等普遍性的问题作

出总结性的和条理性的讲解，使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又学到了教学的方法，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古筝

教学实践能力。集体课上，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能够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就古筝的教与学问题展开广

泛的讨论和交流。在共同学习中，学生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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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发式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避免学生对教师的过度依赖和单纯模仿，保

留其个性和创造性。这对锻炼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大有裨益，这个优点

是其他课无法替代的。 

 

    鉴于以上特点，古筝集体课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教学从个别课的传授型转为集体

课的讲型，在课堂上就不能只停留在对于古筝的一些手指与技巧要领的示范的讲解上，还要更多地注重

弹奏方法、弹奏风格和学习古筝以及古筝教学所需要的知识的讲解，教师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平和

艺术修养，不断充实自己，提高文化水平和论水平，确保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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