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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西融合的长笛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李晓迪

东北大学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长笛艺术引入我国已经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培养出来了很多长笛专业的人才，但是从目前艺术
对比的视角来看，我国长笛专业教学和西方长笛专业教学的成果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随着中西方艺术文化的融

合发展，长笛专业教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长笛专业教学改革该怎样实施，才可以推动长

笛专业教学的发展成为很多音乐学者重点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中西融合的长笛专业教学改革为研究

对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希望可以为长笛专业教学改革的实施和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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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最早长笛是以动物的骨骼或者是竹木制成，经过几

万年的演变，在 19 世纪中期，形成以贵金属为材质的

现代乐器，长笛的声音非常美妙动听，和人们的声音非

常相似，在室内音乐和交响乐团中有着一定的位置。长

笛是西方古典音乐中必不可少的一种乐器，在西方音乐

教学中，被纳入音乐教学的时间比较早，而在我国改革

开放之后才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年中我国也不乏

培养出了一些长笛专业的音乐人才，但是，在长笛专业

教学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近些年，随着中西

方文化的融合发展，为本就是冷门专业的长笛专业提供

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相应的我国长笛专业教学也面临着

一场教学改革，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长笛专业

教学改革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和方

法，是很多音乐教学学者和教育学者们需要重点分析和

研究的问题，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1 中西融合下长笛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连贯系统的演奏教学系统

随着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在和欧洲国家学生们

的交流和了解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和风

格，这并不单单指的是长笛演奏技术层面的高低，而是

一种与众不同气质上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形成也不在

于手指的速度或者是演奏过程中吐音方面舌头技能的灵

活性不同，而是没有形成连贯性、系统性的演奏教学系

统，这样就没有办法在系统的规范下帮助学生们准确地

把握住音乐风格的准确性。在一些机械性教学过程中，

把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按部就班地从书本中转移到课堂教

学中，这对学生们学习长笛和实际的欣赏审美并不相吻

合。此外从学生们的音乐感知方面，因为学生们之间的

音乐能力各不相同，所以，学生们在演奏长笛音乐的过

程中并不能充分的感受到多变的音色和丰富的艺术表达

语言，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技术有余而灵性不足。

1.2 长笛专业的发展受限，影响教学质量

从我国场长笛专业教学的时间上来看，中国对长笛

专业教学的时间发展并不短。在上个世纪开始，长笛就

进入到我国的音乐学校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长笛专

业的教学才可以说融入到了本土音乐教学中。随着近些

年音乐考级的形式在民间中成为一种趋势，长笛专业也

开始发展起来。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长笛专业教学

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出，长

笛专业开始走进课堂教学中，但是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并

没有形成质的转变，很多学生们对长笛教学的认识和热

情并不高涨，再加上很多长笛专业教师的能力不足导致

学生们的态度并不端正，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也很快消磨

殆尽。而在这样的形势下，长笛专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

的限制，从而影响到了长笛专业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1.3 教学理念存在局限性

一直以来，我国长笛专业的教学理念就比较含糊不

清，很多人都认为长笛专业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长笛

演奏家，在这种片面的教学理念指导下，各个学校开始

围绕着这一教学目标进行开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原有的长笛教学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下的发展

和市场对长笛专业人才的需求。很多长笛专业的学生在

毕业之后无法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而一些长笛专业

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只能从事长笛专业的教学，但是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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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笛专业在我国普及性并不高的限制，造成很学习长

笛专业的学生人数并不多，人们无法认识到长笛专业的

作用和价值，相应的也就无法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这

些对长笛专业教学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 中西融合下长笛专业教学改革建议

2.1 把握住由内而外的转变

在长笛专业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握

住长笛艺术的原始风貌，了解和掌握长笛原创国家和民

族在长笛艺术表达上的初衷，实现由内到外的转变。学

生们对欧洲音乐的了解并不深，缺乏一定的综合音乐素

养，但是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发展，为学生们

了解欧洲音乐艺术文化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这时候，

长笛专业教师应该，及时斧正纠错，改变学生们在教学

中的错误意识问题，把机械性的学习转为灵活性、生动

性的学习，去把握长笛专业的艺术内涵，感受和了解长

笛专业在历史发展中所隐藏的文化气息，从而把对长笛

专业的表面认知向着更深层次上发展，从技巧向艺术文

化上转变，达到一种从内而外的艺术文化的提升。

2.2 实现中西音乐融合的创新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创新是一种动力也是一种能力。

很多西洋乐器在我国音乐家的创作下被演绎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美妙旋律，不管是钢琴版的《梁祝》，还是小

提琴板的《思乡曲》都展示出了浓郁的中国情结，实现

了西洋乐器在中国的审美共鸣。长笛和我国民族乐器中

的竹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结合我国民族音乐的过程

中同样会演奏出美妙的旋律。因此，在长笛专业教学的

过程中，教师们应该以此为基础，把长笛教学和民族乐

器教学进行融合发展，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把长笛的

个性充分的开发和表达，让越来越多的学生们喜欢这种

乐器，从而为长笛专业的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统一长笛教学标准

在长笛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水平的层次不齐和

缺乏统一的标准是影响长笛专业教学最为明显和突出的

问题。因此教师应该加强对长笛艺术特性的了解和掌握，

并在教学的过程中进行口传心授，准确地表达长笛专业

知识和技巧，让学生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长笛艺术的演奏

方法，掌握演奏技巧。

2.4 加快长笛乐器的普及

目前在我国民族乐器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民族乐器

因为普及的力度不够，开始逐渐被边缘化，对于长笛这

种外来的西方乐器来说，如果没有足够的传播力度和良

好的方式，就不能实现普及的效应，逐渐发展成一种小

众的乐器，而在长笛教学的过程中也会形成一种障碍。

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加

快长笛乐器在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普及力度，如通过一些

多媒体、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进行长笛乐器的宣传；

学校也可以通过校园网或者是学校中的宣传专栏来对长

笛乐器的发展历史遗迹乐器特点等知识进行宣传，提高

学生们对长笛乐器的了解和兴趣，从而激发起更多的学

生参与到长笛乐器的学习中，当然在学生们有了足够的

兴趣时，长笛乐器的教学改革和教学水平会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和发展。

3 结语
长笛音乐的美妙旋律和其艺术表现中的音声让人们

难以忘怀，而学习和掌握这门乐器对完善学生们的音乐

体系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长笛是由欧洲国

家引入到我国的，在近些年的长笛专业教学中一直没有

得到良好的发展，那么随着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

合发展，长笛专业教学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在这样的背

景下，长笛专业教学该怎样抓住机遇，实现教学改革的

目标，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参考文献】
[1] 王冠群 . 长笛演奏教学中立美创造力与审美意象力的培养 [J].

北方音乐 ,2019,39(01):157-158.

[2] 李炳帅 . 试论长笛教学领域中的艺术“跨界”与文化“跨界”[J].

艺术评鉴 ,2017(18):139-140.

[3] 王莹莹 . 竹笛与长笛演奏专业教学的比较研究 [J]. 教育现代

化 ,2016,3(26):236-2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