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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前古筝考级现象引出的思考 

发表刊物：《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7年 02期作者:张令霞 

    内容摘要：古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本文旨在通过对现在古筝考级现状的分析，提

出一些有利于古筝艺术的普及教学更为健康发展的建议，以求与专业人士共同探讨。 

 

    关 键 词：商业性，功利性，素质建设，考级规范化 

 

    筝是我国古老的弹拨乐器，它因造型优雅、音色典雅柔美，极富神韵而赢得大众的青睐。

古筝发展至今所兴起的“热潮”是其他任何中外乐器所不能比拟的。其成就也令人感到十分

欣喜。具体体现在：筝艺资料的发掘整理、各流派曲目的收集；从民间走向专业学府，步入

艺术的殿堂；筝表演技艺的飞跃，创作曲目的丰富，器乐改革等方面的成就确实是形式喜人。

然而在在筝艺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也影射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忧虑，它将影响筝艺在人们心目中

的形象，所以为使古筝艺术的普及教学能更为健康的发展，我们有必要从古筝考级的现状方

面作一些思考与探讨。 

 

    古筝考级的商业性、功利性 

 

    由于“古筝热潮”的掀起随之带来的商业性与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在：“考级热”

现象中就有明显的体现。考级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正如方教授所言“考级是件大大

的好事，我国不考试就不会受到重视，不重视就不可能普及，不能普及就谈不上提高”。①

国家确定了等级分明的艺术水平标准，目的是希望通过考级来提高全民的艺术素养。然而我

们现在看到的考级状况却并不令人乐观。现在的考级考点众多，考试的要求很低。我曾在某

报纸上看到一则对考级现象的报道说：某孩子一首曲子就断断续续的弹了两句，考官就让其

通过了，并对此发表了一些“感慨”；还有说考级点考官具备“多能”的本事，可以同时为

键盘、弦乐、管乐担任主考；考级点的考级结果几乎都是百分之百的通过率等现象。这说明

现在的艺术考级纯粹变成了一种追求考试分数的功利目的和追求商业利润的经济目的相结

合而形成的社会性活动。尽管考级以教育的形式出现，但它是以高考竞争和经济效益为基础

的。延续至今，考级和艺术考试都已经和初衷是背道而驰了，越来越功利的考级很难考出我

们的民族素养，反而有可能在下一代身上留下艺术的阴影。 

 

     针对现在的“考级热”的弊端，我们古筝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来改进这种不利

于古筝艺术发展的因素。在此笔者有如下观点： 

 

    一、加强古筝师资队伍的技能与素质建设 

 

    古筝教学队伍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中有专业院校的教授，讲师，以及学生们。也有

不少流于民间有较长筝龄的“民间艺人”，还有的是某些专业团体效益不好改弦易调的人们，

在自己的专业上或许有所长，而在筝艺上还是学步入门的外行，由于在“古筝热”效应的诱

惑下动心了，继而加盟到这个疯狂的淘金行业来 。有的受到这利益的驱使甚至于放弃自己

的本职工作，不辞辛劳的施教四方。其所得报酬与施教于人的功德实不相称。做为老师施教

于人，取得一定的报酬无可厚非，但要对得起那份收入，对得起学生及家长。我曾遇到过这

样的学生，她的老师一开始教她，就是弹考级曲《凤翔歌》，在整个教学中，很少对学生讲

解基本乐理知识，连演奏中常用的按滑音的二度、三度音程的变化关系也不向学生阐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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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按滑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概念。老师要求也不高，不管按音也好滑音也罢，只要左手把弦

按了一下就算过了，无所谓标准，也无所谓音准可言，如此学习能收到好的效果吗？但奇怪

的是这样的学生也能在考级里过关。学生在学习中经常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亦

步亦趋的学，这样能培养出好的学生吗？多数教学都是在迎合考级，迎合家长求快好高的思

想而学，不注重基本功，不住重音乐的内涵与表现力，考什么级，就只学那两首曲目，除此

之外，一概不教。真可谓“学以致用、立杆见影”。所以我希望我们古筝文艺工作者不要太

过功利，太过重钱份。而应加强自身的技术修养与素质修养，真正做到授人以渔。 

 

    二、将考级规范化 

 

   1、由文化部门颁布可行实效的考级管理章程，统一制定教学大纲、统一教材、规范考级

标准，对指导老师也可实行考证上岗。 

 

   2、转化和改造现存考级机构的职能，由各自为政的“全面抓”、“样样松”的格局转化

为权威、规范的考级执行部门。 

 

   3、由文化局、物价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调查论证后统一考级收费标准，使各

考级机构和执行单位从经济竞争中的“沼泽地”拔出“脚”来，避免收费“暗箱”与“黑洞”。

让考级考官“劳有应得”“取之有道”。 

 

    4、从“大一统”的艺术考级格局中走出来，细化考级内容，对不同考级对象实施“精

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等不同的教育理念，制定不同的考级标准，实施双轨和多轨考级制

度，使国民的艺术素养在普及提高的基础上注重选拔和加强专业艺术人才的培养。 

 

    5、评测项目实行“演奏技巧”“音乐表现”双行线。技巧评估强调“正”（演奏方法）

“准”（识谱与音准）“松”（演奏松弛熟练）等要求，音乐表现测评强调“理”（诠释合

理）“情”（富有表情）“形”（表演形象）等方面，让考级鉴定真正成为学生艺术学习的

指明灯。 ② 

 

   三、树立良好的师德风范 

 

   许多老一辈古筝教育家对学生都是细致耐心，关怀备至。例如古筝大师娄树华先生就是

这样一位好老师，除教筝艺之外还会对学生谆属为人的德行规范。尽管时代不同，但我们并

不排斥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和道德的建立与推广。前辈的优良师德风范也应与筝艺一样代代

相传。不论是那个层次的老师都有责任加强自身的艺术行为修养，把自己最优秀的艺术造诣

和德行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为弘扬民族文化和筝艺奉献自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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