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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筝名家周望老师谈古筝教学 

   周望老师是我国当今著名的古筝演奏家。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中国音协会

员、中国音协古筝学会副秘书长、陕西秦筝学会特邀会员。她自幼随父周延甲学习古筝，得

陕西派真传。1985 年以优异成绩破格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本科，1991年获硕士学位，

并留校任教。先后师从高自成、项斯华、杨秀明、范上娥、曹正等名家，融会南北各派风格

于一身，不仅在国内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海外华人中也享有极高的声誉。曾与“天天艺术”

合作出版过《古筝名家名曲》（4碟 VCD+配书）等几十种音像制品。几星期前，我有幸与周

老师在一起探讨关于当今音乐教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与周老师谈论整个过程中，透过她平

和亲近的性格，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周老师对于古筝艺术的满腔热忱。在古筝教学方面，她的

很多看法是非常有教育意义，非常有远见的。下面，我将周老师对于古筝考级方面的几点建

议提供给大家，望大家借鉴和探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今的父母们越来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艺术方面的一

技之长，获得良好的艺术修养。而“考级”活动的出现，为鼓励和改进孩子的学习， 获得

专家的建议和评定，从而使他们在正规的道路上向更高一层的迈进， 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

习空间。学生们通过考级可以知道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否正确，还存在什么问题， 如何改进

等等。虽然现在的考级活动出现的时间还较短，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还不够完善。

但是就考级活动对整个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而言，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一、坚固的基础是学习的关键 

    当学生们参加较低级别的考级活动时，一定要清楚只有具有了坚固的基本功，才能在更

有深度进行学习与演奏，从而达到更高的演奏水平。对于基本功的训练，周老师提出了进行

基础训练的三个方面。 

 

    （一）音准问题 

 

    古筝是一件多弦乐器，定弦准确是一个古筝演奏者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质。在这里周老师

提到，很多学生在参加考级的时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琴弦都没有调好就开始演奏。这种

情况的出现会非常影响考官的印象和整个考试的成绩。音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定弦只是音

准的一种表现方式。其次音准还表现在演奏者对于音程关系的把握、调式调性的把握等很多

方面。我们都知道，学习好音乐与拥有敏锐的听觉是分不开的。对于听觉的训练时间越早越

好，要求越严格越好，起点越高越好。敏锐的听觉来自于平时对于音高的严格要求和刻苦训

练。年龄越小，对于音高概念的建立越容易。很多学生在考三级时，才进行乐理和视唱练耳

方面的训练。这种做法是不好的，会极大影响学生们对于乐器的学习。而具有一定的乐理知

识和音高概念，对于最初乐器的学习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节奏问题 

 

    “乐感来源于节奏”。音乐本身是动态的艺术。掌握好节奏的律动方式，有助于学生们

逐步形成良好的乐感，使其协调性、创造性得到更好的发展。考级的初期阶段，学生们必须

严格的遵循乐谱上节奏律动方式。无论是音符的时值，还是乐曲整体的演奏速度。对于培养

学生们对于音乐最初的感悟力，都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特别是音符的时值，不能单纯

的模仿老师的演奏。必须要求学生先理解音符时值的含义，再将其弹出。单纯的模仿，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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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一时的听觉惯性，不能获得对于节奏律动的理性认识。更使得学生们对于节奏的律动

方式产生茫然无措的认识。 

 

    （三）音乐的歌唱性问题 

 

    从古至今，歌唱一直是最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如果学生们在演奏上希望使自己所演

奏的乐曲达到更高的艺术层次，展现出乐曲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就必须学会如何用我们的手

指去“歌唱”。那么如何培养演奏中的歌唱性呢？周老师认为首先应当培养学生们去聆听音

乐中的旋律线条，感受到乐曲所要表达的情感内涵和音乐的“美感”，增强学生们对旋律的

感性认识。之后，教师才应当提示学生随着旋律的流动进行内心的歌唱。在整个的弹奏过程

中，应当使学生们内心具有一种强烈地歌唱愿望，仿佛一个音符都是由一个个的歌词组成。

你的指尖，就是你的喉咙。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真实的感情流露。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演奏更

加地生动，富有更大地表现力。音乐形象也才会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二、热爱音乐是攀向高峰的阶梯 

    随着学生们的不断进步，级别的不断提高。而参加高等级别的考级除了要注重基本功的

扎实与否，还需要考生具有充分的表现力和相当的演奏技巧。周老师认为在这个阶段中，教

师应当对考级前的学生有更深层的辅导，对其所演奏的作品应当有更明确的讲解。而学生们

必须用心灵去感受音乐。通过演奏来宣泄自己的感受，找到心灵与音乐的共鸣。下面，是周

老师针对参加较高等级考试的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常见问题。 

 

    （一）缺少对音乐的热爱 

 

    现在的孩子们学音乐，往往是遵从父母的意见。他们本身缺少对音乐的感性认识。对于

很多学习古筝的孩子们而言，演奏就意味着复杂难记的演奏标记和繁多枯燥的练习。周老师

告诉我：许多学生在考试完毕之后，你可以惊奇的听到他在门外欢呼：“我终于可以不再练

琴了！”而仔细想一想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小提琴大师帕尔曼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

话：“你学音乐是因为音乐给你带来快乐！你的内心深处应该有一种自己期望听到的声音，

那种你所需要的声音是你学习音乐的目标。” 音乐是美好的，是一种心灵的享受。而孩子

们总会喜欢美好的东西。古筝那仿佛流水般的音调，美丽而又动听。这就是古筝能够吸引孩

子们“眼光”的最根本原因。也只有在愉悦的心情下，他们才能吸收更多的知识。因此，教

师和家长们必须在教学中提倡“美”的感受，让学生们充分从生活实践中感悟到艺术的魅力。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他们获得对音乐更好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的完成他们所演

奏作品。 

 

    （二）演奏技巧的贫乏 

 

    周老师认为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古筝演奏者，对待基本技巧必须需要持之以恒的进行

规范训练。伟大的音乐大师巴赫也曾说过：“谁能像我一样勤奋，就也会有我一样的成就”。

任何技术的掌握和熟练运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目前，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获得高级别的

通过证书，就不顾孩子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要求老师硬往某级上拔程度。周老师认为这种方

式，对技巧的训练和对学生们演奏的整体提高都是非常不利的。她明确的提出，考级教程的

安排要求一年考一级。为了达到每级的要求，学生们还应当在考级规定的曲目外，练习许多

辅助教材。技巧的训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必须要踏踏实实地学上去。否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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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将很难再向上提高。与其到时候再反过来重新训练技巧，那时所需要花

费的时间和经历将是更加巨大的。 

 

    （三）演奏的作品缺乏韵味 

 

    我们都知道，古筝的地方流派繁多。各个地区，各个流派的演奏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大

为不同的。因此，为古筝这件乐器所创作的大多数作品，特别是传统乐曲，它们对于韵味的

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每一个音符揉、颤、按、滑的分寸都应当把握的非常到位。这正是中国

音乐所独具的细致特性，也是造成以前大多数作品不能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高超的

演奏源于模仿”。周老师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韵味”，它的师承性是非常高的。特别

是当演奏发展到更高的层次时，“口传心授”的传统教育形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

的。在开始阶段，学生们必须依靠模仿来进行学习。现在，我们拥有了非常科学的现代化手

段，VCD、CD等可听可视的数字信息化产品逐渐地得到普及。学生们应当充分的、合理的使

用这些参考物品。多听、多看，从而提高对音乐的感性认识，同时还要主动地、有针对性地

对“味道”很浓的关键乐句进行模仿学习。 

 

    （四）考试的目的性太高 

 

    考级是对学习者每个阶段学习质量的检验方式之一。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学生们通

过考级获得专家的评定，以鼓励和改进他们演奏中的技术问题、音乐问题等等，使他们在规

范的学琴道路上向更高的一级迈进。周老师指出：现在的很多家长们往往不看清孩子的生理

及天赋条件是否适合器乐学习的要求， 也不顾孩子是否具有对音乐的热爱，就强迫孩子每

天过多地把时间花在了练琴上，并要求他们孩子在短时间里就达到极高的演奏级别。而学生

们在教师和家长们一些功利性想法的不良影响下，也逐渐变得心浮气躁、急于求成，盲目的

追求级数高、速度快的学习方式。而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考试”、“特长生”、“加分”。

这些都无疑巨大的影响了孩子们对于音乐的热爱，更进一步的导致了他们演奏整体水平低下

的状况。作为教师和家长们一定要摆正心态，注意孩子学习的质量，基础要扎扎实实，方法

要准确无误，这才为孩子将来更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考级，不是我们学习乐器唯一的目的

和奋斗的目标。家长们应当正确意识到学习音乐最终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兴趣，提高他们的综

合素质和艺术修养。绝对不能只是追求等级的通过率，要正确的、客观的对待孩子的成功与

失败。增加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动性，不能让考级成为幼小心灵上的负担。同时，教师和家长

应当对考级中，专家们所给予的评语进行一定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及时的对学生们的问题

加以改正。这对孩子们将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考生们在考试中所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除了上两个章节中专门得针对较低级别和较高级别的学生们，在学习中所应当注意的几

点问题之外，周老师还对参加考级的考生、教师以及家长们，还有一些小小的提示和建议。

在此我将其介绍给各位读者。 

 

    （一）放松心情 

 

    在考前考生应当注意不要紧张，不要把考级看得过高。要注意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

的状况，不宜临阵磨枪。家长们在这段时间应当主要以鼓励为主，不要给孩子过多地心理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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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持镇定、从容的姿态 

 

    考生进入考场之后，应当表现出镇定而又从容的状态。放松而自然的走到演奏的位置后，

先向考官们行礼，明确的报出自己所演奏的乐曲和报考的级别，再进行演奏。 

 

    （三）稳定情绪 

 

    演奏之前应当待场内安静，自己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再开始演奏。情绪的稳定对于之后

的演奏是否发挥正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结束时，同样应当给自己几秒稳定情绪的

时间之后，再行离开。以保持乐曲的意境，并给人以结束感和回味性。 

 

    （四）投入音乐 

 

    在演奏的时候，一定要要求自己思想投入到音乐之中，做到全神贯注，不要受到其他因

素的影响（如：考官的表情、动作等等）。演奏要专注，认真。思维要随着音乐的进行，不

断地向前流动。已经演奏完毕的部分，绝对不要回过头再去过分考虑其正误。 

 

    （五）保证完整性 

 

    作品的演奏尽量保证其完整性。当弹奏发生错误时，尽量要坚持继续演奏。切误停下来

重新来过，这是演奏的大忌。 

 

    （六）充分表现音乐 

 

    技术的提高有助于更好的表现音乐。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具有良好的音乐表现力才是

我们奋斗的目标。技术是一种手段，必须植根于音乐，若没有明确的音乐内容，技术训练也

就失去了方向。许多的考生只是注重练习个别的技巧，忽视了对音色变化、旋律流动等因素

的重视，对音乐不敏感缺乏想象力，对音乐形象的阐述苍白无力。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七）正确对待心理上的紧张 

 

    首先，考生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上台之前的“紧张”，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

是作为演奏者一种很正常的状态。许多著名的演奏家们上台演奏的时候，也是会紧张的。有

时候紧张也是一种使演奏情绪饱满的催化剂。过分地害怕自己产生紧张的情绪，这种想法是

不当的，反而会更加的慌乱，最终导致演奏的失误。在演奏中，要尽量的去投入到音乐之中，

用内心去歌唱。 

 

    （八）正确的比较，共同进步 

 

    把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同学相比。本来互相观摩、互相学习可以共同进步，但是毕竟每个

孩子之间都是有差别的，而有的家长却不考虑自己孩子的实际状况。三方面共同的努力，缺

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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