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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析 古 筝 教 学 

陈 晶 瑞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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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艺术院 

校均开设 了相关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对于发展学生个性、扩展知识结构、提升综合素质、活跃校园 

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通过对古筝教学的概况、条件和 

意义的论述，探讨古筝的演奏技巧，提出在综合性大学推行集体课教学以实现古筝的普及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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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在我国民族器乐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多年来，在众多筝家名流的共同努力下，出现了“华 

夏正声扬四海，古乐新韵播五洲”的可喜局面，这使 

中国古筝既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又为祖国的文 

化艺术向世界争得荣誉，逐步形成古筝“国际化”的 

趋向。同时这种乐器还在国内和华人世界中以百万 

之众的巨大规模向青少年普及，而且也深得许多外 

国音乐家的喜爱并习奏。同时，在许多音乐院校和 

其他院校均开设古筝专业课、选修课，旨在弘扬民族 

文化、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活跃校园文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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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筝艺水平的提升、技法的不断革新， 

古筝在教学方法上从口传心授、以曲相教的民间状 

态步人了专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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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的普及也才能得以实现。 

二、古筝教学的条件 

古筝是感知的艺术、审美的艺术、传情的艺术， 

要想达到完美的境界，就要使其理性与感性同步，就 

是说古筝教学既要讲授古筝的基础知识和演奏技 

巧，又要讲对古筝不同派别音乐作品的理解和表现 

力。教学中的顺序是先讲基本知识和弹奏技巧，再 

讲曲目所表达的内容，最后应用到音乐实践上。 

随着古筝队伍的日益扩大，随着人们对古筝不 

断增加的偏爱，随着它的广泛普及，古筝教学如何适 

应时代的需要的问题，已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特别是上集体课需要详细地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基 

础差异、不等的练琴时间、教学进度的把握，以及怎 

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教学计划需进一步探 

索和研究。通过对绵阳、重庆等市几所高校在古筝 

教学中的实践情况，以及西南科技大学古筝教学的 

实际，在此浅谈对古筝教学的认识和体会。 

I一)基础条件 

首先是师资。教师要有较好的专业技术水平、 

良好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高超的演奏技艺，不能安于 

现状，不思进取，总是按一套模式进行教学 ，而是要 

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更新、不断地丰富、不断地提高。 

对学生要求做到：学过的曲目要会背、会读、会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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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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要有保障教学的基本条件，如场地、乐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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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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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普及与提高并重 

古筝作为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 

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群众基础。它尽可能调动着听 

者更多的艺术和情感丰富演奏，以神带心，以心带 

情，以情带声，以声带形，眼到手到，手停形住。既有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又有要“绕梁三 Et”之余 

韵。做到雅俗共赏，既有熟练的技巧，又有丰富的情 

感，心手合一，情景交融，理性和感性同在。 

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没有提高就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普及，而提高需要广泛而深厚的基础。要想 

早出、多出优秀人才，必须要有雄厚的基础，要进一 

步普及古筝，扩大其队伍，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选 

出高精尖的人才，反过来这些优秀筝手又会带动更 

多的筝手齐头并进。重庆师范大学古筝艺术团非常 

重视推广普及古筝的工作，他们采用了多种多样的 

方式来宣传它。另一方面经常让团员参加各种演 

出，一方面他们又举办古筝专场音乐会，还经常让筝 

手们参加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的古筝大赛，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并且让筝手们参加全国民族管弦乐的 

考级 。最高的已获取十级证书。这样他们用艺术实 

践深入了人心，得到了有关专家、领导和群众的一致 

好评，古筝队伍El益扩大，他们推广普及古筝的工作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演奏技巧 

在古筝演奏技巧迅速发展的时代，作为一个古 

筝专业的教师，如何在教学中帮助学生尽快扎实地 

掌握这些技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传统技法与现代技法相结合 

右手传统技法主要是指大、中、食三指的运用。 

不论是托、劈、勾、剔、抹、挑，还是撮、轮、摇等诸多技 

法，其核心原则是：以大指为轴心，五声音列八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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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勾搭技法为特点的技法规律。左手传统技法是以 

吟揉滑按，以韵辅声为其主要特色，技法的种种变化 

又是地方流派的主要表现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技法的运用则是广泛地借鉴和吸取其它乐器的 

技巧来丰富自身的表现手段。从双手弹奏到特殊音 

响的表现，从五声和七声音阶的排列到特殊音阶的 

排列都大大丰富了筝的表现能力。根据旋律进行的 

规律安排用指顺序的“指序弹法”，适用于特殊音列 

和．陕速多变的旋律进行。“指序弹法”使弹弦的手 

指不局限于右手的大、中、食二指，而是双手的十个 

手指 ，强调指功能和手指的独立性，弹弦方法以“提 

弹法”为主 。以点成线的“摇指技法”，使旋作连贯 

流畅，增强了力度，开阔了表现幅度，给现代乐曲的 

表现赋予了新的意义。 

2．处理“缓急”之分 

乐曲旋律和乐句的进行有“迟速”、“缓急”，亦 

如人说话有语调、语速之差别。严天池有诗云“几 

回拈出阳春调，月满西楼下指迟”，如果你的手指一 

触弦就只知道匆匆忙忙地弹下去，就会给人以躁动 

不安之感；反之，过于凝滞，也会令人索然无味。把 

握“迟速”、“缓急”的关键在于“速”与“急”时(如乐 

曲的快板)要连接紧密，节奏急促却不杂乱，既要有 

如骏马奔腾之势，又要有如平步青云之感。“迟”与 

“缓”时(如乐曲的慢板、散板)旋律要连绵而不拖 

沓，从容而不呆滞，既要有如碧水深潭般的沉静，又 

要有如闲庭信步般的从容。 

3．做到“形神兼备” 

宋代画家袁文在《瓮牖闲评》中说道 ：“作画形 

易而神难。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这是说 

绘画时形象容易表现而神韵却很难以把握。形是物 

体外在的表现，而神韵则是内心精神状态的体现。 

音乐更具抽象性，就音乐表现而言，单纯的乐曲演奏 

容易，而要较好地表现出音乐的内在精神与气质就 

很难了。要演奏好一首乐曲，你必须知道乐曲的创 

作背景及乐曲的思想内容，还必须查阅曲作者的创 

作特点与乐曲的音乐风格，从而在宏观上对乐曲进 

行整体上的把握。在对音乐的理解上，不妨给 自己 

的内心以想象的空间，在内心使音乐具象化、情绪化 

并将自己的内心感悟通过音乐演奏传达给听众。 

即：由心生意、由意至技、心音交融从而达到“神形 

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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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筝教学的意义 

筝史 ，是一部不断改革、在动态中发展的历史， 

是一部以演奏家为主体代代相传、去粗取精、逐渐丰 

富、不断进化的历史。古筝在当今国际乐坛已赢得 

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经济 

繁荣、科技发达密切相连。 

高校古筝教学模式的转变，有利于古筝的进一 

步普及与提高。古筝教学，对高校音乐学、音乐表演 

专业器乐选修课以及全校素质选修课的课程建设起 

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有助于音乐器乐课(集体课)的 

普及和提高，并对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 

义。在西南科技大学等一些综合性大学，高校古筝 

课由“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试行“一对多”模式的探 

索、研究，并由音乐学、音乐表演专业器乐选修课逐 

步拓展至全校素质选修课，进一步实现了古筝的普 

及与提高。 

古筝课程的推广，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民族优 

秀文化遗产，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促进校 

园文化建设。经典筝曲将中国古代诗歌和民族乐器 

融合一体，古筝教学的普及，让更多的人了解、继承、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赢得爱 

好者和观众群喜爱并习奏，促进筝人队伍日益壮大， 

筝艺不断丰富与发展。同时，寓教于乐，进一步促进 

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为展示学生风采、学院特色提供 

基础平台，提高高校学生的审美艺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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