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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筝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流传至今有二千多年历史了。自秦汉以来便与各地

戏曲、说唱和民间音乐相融汇，形成了各种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流派，如潮洲筝、客家筝、

浙江筝等。而当今古筝因其音色优美，又易于上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的青睐，使

古筝艺术的发展日益繁荣，随着古筝队伍的不断扩大。古筝艺术的教学和表演有了更高的要

求。下面结合自我教学的实践和大家分享一下个人体会。 

 

    一、   培养学琴的兴趣、因势引导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在教学中，总会遇到学生一开始充满好奇心，但是过

几天就不耐烦，思想不集中的情况。这时老师不能采取强压、批评。这样适得其反，应该分

析儿童心理和生理的发展，有时注意力不集中这是正常的，那我们便因势引导投其所好，让

他们休息一下，然后找些孩子们熟悉的东西放到所要学习的音乐中来。例如：孩子太小，分

不清五个指头，老师可以把孩子的小手放到纸上画出小手的轮廓来，然后分别标出大拇指、

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让孩子们觉得原来是这么好玩的一个事情。象简谱中高低音不

会区分，可以跟孩子说高音是戴了顶帽子，低音是穿了一个鞋子。把这些具体的、有形象的

东西融到抽象的音乐中，孩子会觉得：哦，就这么简单。音乐变得生动、具体、形象了。孩

子们学习轻松有趣了，教育才有了吸引力和感染力。 

 

    二、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创造快乐学筝的环境 

 

    古语说“严师出高徒”这话固然不错。但也要因人而异，西方人是怎么培养孩子的，我

们虽不目堵也有耳闻。孩子有自尊，他们希望得到肯定、欣赏、理解。老师在教学中应更象

朋友，跟他们交心沟通。许多优秀的教师都深深的认识到“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

热爱学生”。耐心、和蔼的讲解会让学生更乐意接受。教学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激励的过程。

一句赞美的话，一个赞许的目光，一段亲切的交谈都会激起学生的学筝热情。让他们在学筝

过程中丝毫没有被强迫的感觉，快乐、自信地学习并学好。无疑是一种成功的教育。 

 

    三、   循序渐进，确立学习方向 

 

    古筝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当前许多的学生、家长都把考级当成学习的目标和

方向。但我个人认为考级只是检验学生学习水平的一种方式。有感染力的演奏才是我们的追

求。有些家长盲目追求、相互攀比。对老师和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只在乎级别高低，而不

在乎孩子的实际演奏水平。有些老师为了满足家长的要求，急于求成。不遵循儿童的认知规

律，让学生只练考级曲目，荒废了基本功的练习。而学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会自然而然产

生畏惧、厌恶的心理。最终导致扼杀原来学琴的兴趣。因此作为老师要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

让家长明确只有根据孩子的年龄、学习程度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扎扎实实地掌握

古筝的演奏技巧。才能真正的提高演奏水平，达到我们最期望的学习效果。 

 

    四、  让孩子掌握练筝的方法 

 

    学筝是一个枯燥而快乐的过程。要快乐更多一点，效果更好一点。那就先让孩子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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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掌握和运用一套有效的学习方式尤其重要。当然不可缺少专业而又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以

及有说服力的示范和激励。那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１：合理安排时间。每个人的时间

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总是觉得没有时间去做太多练习。所以合理按排一个固定的时

间去约束自己。而坚持不懈，长此以往。让人的生物钟控制人的生理机能，养成定时感受音

乐的兴奋习惯。2：明确学习目的：要想练习既省时又有效果，就必须明确学习的目的，先

思考一下，这次练习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要解决哪些问题？然后再按部就班，能解决多少

问题是多少问题。这样一来让你的思路清晰，练习有价值。3：慢练与快练相结合：在练习

速度快、技巧复杂的乐句、乐段时，先把速度放慢到自己能控制的程度反复地练习是非常必

要的，然后由流畅的慢速度逐步加快。从而达到乐曲要求的速度，把乐曲的风格淋漓尽致的

表现出来。因此要记住把难点、重点反复练，慢与快结合练。5：不可忽视左手的技巧练习：

在练习中一般都把精力放在右手上，从而忽略了左手。但左手的技巧是决定古筝音乐特色的。

例如：按、颤正是筝声的“灵魂”所在，与右手音相辅相成，左手的失误，会导致筝曲淡而

无味、失去光彩，所以左手的技巧是不可忽略的。6：要重视基本功的训练：俗话说“万丈

高楼平地起”。没有扎实的基础，就建不起摩天大楼。同样想成功的演奏一首曲目，没有扎

实的基本功是力不从心的。在我的学生中已充分体现。每天定时的基本功练习者，演奏乐曲

流畅、颗粒性强、力度饱满且富有激情。所以练习基本功是提高演奏水平的必然训练。它是

具有针对性、反复、专门的单项练习，可以从中巩固和改进弹奏技巧及方法。而且练习过程

中没有负担，只要不断加强，就能更好的把握技术，提高效率。7：温故而知新：大多学筝

者是“猴子掰玉米”，学一个丢一个，这样学习得不偿失，因此每个学筝的人都要反复地练

习学过的曲目，积累演奏的技巧、加强理解和表达能力。8；调整心态，激情练习：平时的

练习错了可以重来，但演奏就不同了。上台演奏时往往因为激动，心理和肢体都比台下紧张

很多，平时滚瓜烂熟的曲子，台上就忘了。因此练习时想像成自己在作一次重大的表演，让

自己的精神处于兴奋状态，让激情得以流露，为上台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加强学生表演艺术的训练 

 

    对于学习古筝的专业学生来说，真正走上舞台展示自己，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才是我们

学习的最终目的。因此，在上课中，要不断加强表演艺术的训练，要求学生在相当熟练的程

度下。加强自己对演奏作品的领悟力、表现力、和感知能力尤为重要。经常带学生参加各种

形式的演出、观摩交流及一些器乐比赛。来增强学生学筝的兴趣和自信心，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总之，在我多年的教学中，深深的体会到老师、家长、学生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不能呆板的教，要不断摸索好的教学方法。家长不可以认为孩子交给老师，自己一身轻。

对孩子家长的督促和鼓励是不可少的。至于孩子一定要认真学习乐理知识，掌握各种演奏技

巧，坚持不懈的练习，这样才能在古筝艺术的学习中不断进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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