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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新时期下的手风琴艺术发展趋势
潘　璇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大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愈发高涨。在此形势下，手风琴艺术

也广受人们追捧，并逐步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常态。基于此，本文

就手风琴艺术的发展历程、发展特点以及手风琴艺术的发展方向

作了探讨，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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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初手风琴艺术传入我国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

程，并由最初的业余化发展态势，逐步向着专业化方以及多元化

向发展。手风琴作为乐器中的“轻骑兵”，不但有着极强的节奏、

宏达的音响以及丰富的音色，同时也有着重奏、合奏等多种艺术

演绎方式，有效地充实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新时期，重探手

风琴艺术的发展历程，剖析手风琴艺术的发展特点，探究如何构

建手风琴发展的新常态，对于手风琴艺术的普及与推广有着巨大

的现实意义。

一、手风琴艺术的发展历程

手风琴艺术最早诞生于 18 世纪末期，至今已有 200 多年的历

史。自上世纪初，手风琴传入我国以来，便在经济、政治等领域

展现出了强悍有力的宣传作用，并逐步被大众所喜爱与熟知。改

革开放之后，由于受到各种音乐文化的冲击，我国手风琴艺术也

逐步展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我国手风气艺术的发展

历程较短，手风琴艺术者们并没有对手风琴的演绎形式与曲目进

行细分，造成手风琴的艺术概念较为匮乏。直到 2006 年前后，法

国手风琴演奏家德尚与众多国内手风琴演奏者一同进行艺术节表

演，引发了巨大的观众反响和艺术讨论，有力地推动了手风琴艺

术的普及和流行。该场表演结束后，手风琴艺术者刘昭更是提出

要推动手风琴艺术风格由古典向流行的转变。

2008 年，众多院校在上海召开“手风琴教学多元化发展研讨

会”，本次会议针对手风琴教育提出了多项有效建议，极大程度

地改善了手风琴学习热度下降的情况，对手风琴艺术社会价值的

良好发挥，以及手风琴艺术的流行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自本次会议之后，我国手风琴艺术发展也逐步走上正轨。国内掀

起了手风琴艺术学习浪潮，频频举办各种规格的手风琴大赛，而

且众多国际性的手风琴艺术家被邀请到国内进行艺术演出，开设

大师学习班，为手风琴艺术爱好者构建了良好地学习氛围。与此

同时，国内众多高校也纷纷开设手风琴课程教学，高校手风琴乐队、

手风琴协会等组织也不断组建。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上海师范

大学的李聪、王从余所组建的手风琴乐团，其运用舞台表演和演

奏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性演绎方式，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手风琴艺术

的发展。

此后，我国多个城市开始举办具有国际性质的手风琴艺术节，

为手风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契机。2010 年，国际手风琴艺术

节在哈尔滨拉开序幕。本次艺术节邀请了多个国家的手风琴演奏

家与国内手风琴专家进行比赛演出，国内著名手风琴艺术家谭家

亮演奏的《枫之舞》在斩获佳绩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同行的赞誉。

同时，在艺术节闭幕式上，谭家亮还运用了极具创新性和专业性

的手法演绎了《彩云追月》，其在保留原曲旋律的基础上，将爵

士和声融入在内，良好地刺激了关中的听觉感官。而后，优异的

手风琴作品不断涌现，众多手风琴艺术者开始尝试流行音乐在手

风琴艺术中的渗透，并将手风琴艺术与多种音乐元素进行联系融

合，不但为听众提供了诸多优异作品，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

手风琴艺术的发展。

二、手风琴艺术的发展特点

（一）时代性特点

手风琴艺术发展的时代性特点是指，其会受到当今时代文化

的影响。该特点主要体现在时代发展与音乐文化的关联性方面。

如今，经济发展形势日新月异，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良好满足的

同时，愈发重视自身的精神需求。正如摇滚乐的发展，其是由于

年轻群体在获得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由于心生叛逆等情绪，故

此寻求以音乐的方式来将自我情绪加以抒发。所以，人们物质生

活质量的提高，对于音乐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与此

同时，由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开始更多关注自身艺

术修养与文化修养的提升，以此来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在

此形势下，手风琴艺术才会得到有力地发展，众多优异的作品也

会频频出现，广大听众则会更加乐意欣赏手风琴作品，并且在倾

听手风琴作品过程中，产生较强的满足感和喜悦感，进而促使手

风琴艺术得到良好地普及与发展。

（二）大众化特点

对于手风琴艺术而言，其发展过程有着极强的大众化特征。

当前，流行音乐广受大众喜爱，而手风琴艺术若想实现更好的发展，

必须要有着广大的听众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手风琴艺术作品

与大众审美观念的有机融合。因此，手风琴艺术的发展应当时刻

秉行立足当下的观念，重视大众口味，对大众的心理需求加以分析，

积极探究各年龄段听众的音乐风格喜好，只有这样才能把握正确

的发展方向。   

（三）多样化特点

多样化不但是手风琴艺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其发展

的必要因素。如今，在全球化的形势下，音乐形式、类型也不断

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以此来为听众制造多种类型的感官体验。

例如，当前，戏曲元素、古典元素等被广泛应用于流行音乐之中，

很好地满足了大众的音乐审美需求。就发展学角度而言，单一化

的发展模式将严重制约事物的发展与普及。所以，手风琴艺术也

要极力摒除单一化的发展模式，加强多种音乐文化的艺术融入，

只有这样才能让手风琴艺术满足时代以及大众的需求。

三、手风琴艺术的发展方向

（一）重视教育教学作用

1. 规范市场教育

就手风琴教育而言，其应当摒弃以往应试性和盈利性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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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将学习者的实际以及发展需求当作教育切入点，重视学习者

自身审美素养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促使学习者能够深刻地体悟

到手风琴艺术的内涵精髓，实现生活与音乐的融合。与此同时，

相关部门应当加大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力度，制定相关措施，实现

手风琴教育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此外，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召开手

风琴艺术研讨会以及交流会等活动，重视对手风琴教师的培训力

度，切实提升手风琴教育效果，为手风琴艺术发展提供长效助力。

2. 强化学校教学

第一，转变教学观念。我国手风琴音乐事业的发展离不开

广大学校的手风琴课程教学，因此，要加大对学校手风琴教学

的重视程度。对此，广大学校应当实现手风琴教学观念由旧向

新的转变，不但要重视学生手风琴技巧的教授，同时也要致力

于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为手风琴艺术的发展

保驾护航。

第二，革新教学形式。在以往的手风琴教学中，教师常常采

用说教式或填充式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和机械地接受

知识灌输，极大程度地消减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同时也限制了教

学效果的提升。因此，学校手风琴教师在教学时，应当从学生实

际出发，不断延伸和探索教学方法，创设趣味性、实效性兼备的

课堂环境，切实提高手风琴教学有效性。

例如，教师可在班内组建多个手风琴小组，组内既要有优秀

生，同时更要有潜力生和中等生，以此来构建相互分享、相互学

习以及共同提升的课堂氛围。然后，教师可指引学生以小组的形

式对手风琴作品的产生原因、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进行探讨，扩

展学生文化与艺术视野的同时，在真正意义上将他们推至教学主

位，促使其音乐素养得以充分有效地培养。又如，教师可积极牵

线学生组织以及社会组织，举办诸如手风琴合奏比赛、手风琴演

奏等实践性活动，让学生能够在活动中，将自身所学生的新知加

以实践，增添他们的演出经验，促使他们学习有效性得到有力提

升的同时，让其创新意识、自学意识以及自我提升意识均得到良

好的培养。此外，在实践活动中，教师还要发挥自身教学辅助者

与指引者的角色作用，及时性地对学生进行点拨与指引，并依据

学生学习实情，改变手风琴教学策略，不断提高手风琴教学的有

效性。

（二）引入多元传播观念

第一，要对传统性质的手风琴传播观念加以继承，依据广大

听众的音乐喜好进行手风琴艺术传播。由于手风琴艺术的发展具

有极强的时代性与大众性特征，故此手风琴音乐在传播时应当多

创作一些与群众口味相投的乐曲作品，以此来满足时代文化发展

与群众审美的需求。

第二，要积极加大新型传播观念的融入。当前，在信息及网

络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我国手风琴艺术的传播途径也被不断

拓宽。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利用诸如智能手机、多媒体技术、数

字广播技术、电影、网络、电视以报纸等新兴传播媒介，让我国

手风琴艺术更具现代性与先进性特征。

例如，手风琴艺术者可发挥数字电影的媒介作用，将一些优

秀作品融入到电影之中，以此来增强电影的感染力，推动手风琴

艺术以及电影行业的共同发展。又如，高校教师可将网络及信息

技术深入到教学中来，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作用与优势，运用图片、

音频、影像等方式，将抽象化的手风琴理论知识加以具象化展现，

让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官得到极强的刺激，深化其学习体验的

同时，让手风琴教学更具趣味性特征。或者手风琴教师可依据教

学内容制作微课，然后分享在班级 QQ 群或微信群中，指引学生

依据学习需求，对这些微课进行观摩与学习。同时，教师还可利

用社交软件定期性地与学生展开手风琴艺术讨论，及时为学生解

疑答惑，提高他们的手风琴学习有效性，进而促使手风琴教学效

果得到充分良好地提升。再如，当今网络直播广受大众与学生的

喜爱，手风琴教师可对授课方式加以革新，积极开展网络直播形

式的手风琴教学，打破现实教育的壁垒，让学习者能够不限时段、

不限地点地进行个性化手风琴学习。还如，手风琴艺术者可以及

借助网络手段，发挥其创博内容广、互动性强、信息更新及时等

优势，学习诸多先进的手风琴艺术理念，同时可运用网络软件与

同行进行艺术交流。此外，手风琴艺术者还可将多媒体技术渗入

到手风琴作品创作中来，如运用音乐软件来编曲、合成、制作手

风琴作品等。

（三）发挥名人推广效应

名人推广效应指的是，挑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手风琴艺术

家、社会影响力较大的公众人物来充当我国手风琴艺术的代言

人或形象人，进而促使手风琴艺术的受众群体不断扩大，提高

手风琴艺术的影响力。我国手风琴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强的大众

化特征，因此，在发挥名人的手风琴推广效应时，要对群众口

味及艺术喜好加以考量，依据大众的审美倾向，选举那些群众

影响力大的艺术家作为手风琴形象人，同时还要借助网络、手机、

电视、广播、报纸等当前较为时兴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手风

琴艺术推广。

例如，前些年央视音乐频道举办的小提琴以及钢琴比赛，并

选取了薛伟、郎朗等艺术家作为形象代言人。薛伟和郎朗均是影

响力与威望并存的艺术名人，有着极强的艺术推广效应。而我们

在推动手风琴艺术发展过程中，也要积极推选出极具影响力和威

望的手风琴艺术家，塑造时代性的手风琴艺术领军者，并积极联

合优质媒体，以高质量的宣传形式和传播途径，促使手风琴艺术

的影响力得到有力地提升，再造手风琴艺术浪潮。

四、结语

总之，手风琴艺术的发展并非朝夕之事。我们应当汲取手风

琴艺术的发展经验，正视其时代化、大众化以及多样化特点，推

动手风琴艺术与多元音乐文化的深度融合，不断丰富手风琴艺术

的演绎、教育和推广形式，进而逐步拉近大众与手风琴艺术的距离，

构建完善的手风琴艺术发展体系，为手风琴艺术的普及与流行做

好奠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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