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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提琴教学的几点思考
王晓莹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随着我国特殊教育视野的蓬勃发展，音乐治疗在特殊

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开始推动音乐教学

改革，大提琴逐渐成为了特殊教育学院音乐教学的重点。特殊教

育师范学院音乐教师要不断优化大提琴教学方法，针对学生音乐

基础来开展分层教学，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大提琴鉴赏教学，提升

学生音乐审美和鉴赏能力，加强大提琴演奏基本功和技巧训练，

提升学生大提琴演奏水平，让学生真正掌握大提琴音乐疗法在特

殊教育中的运用方法，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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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在音乐治疗中的运用比较广泛，在特殊教育中发挥着

重大作用，不仅可以让特殊儿童放松身心、卸下心防，让教师了

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还可以缓解特殊儿童暴躁、敏感和自卑等情

绪，引导他们尝试和老师进行沟通，逐步提升特殊儿童交流能力，

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大提琴在特殊教育中有着广泛运用，特殊教

育师范学院作为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主要“阵地”，要积极开展

大提琴教育，针对学生大提琴演奏水平制定层次分明的大提琴教

学方案；运用钢琴辅助大提琴演奏训练，纠正学生音准问题，提

升学生大提琴演奏乐感和表现能力；强化大提琴演奏技巧训练，

运用微课讲解大提琴指法，方便学生课下自主练习；定期举办大

提琴独奏（重奏）音乐会，鼓励学生积极切磋，全面提升学生大

提琴演奏水平。

一、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提琴教学难点

（一）学生大提琴基础参差不齐

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大提琴演奏基础参差不齐，部分学生

接受过多年的大提琴演奏训练，可以独立进行演奏，大部分学生

都是初次接触大提琴，对大提琴指法、演奏技巧等知识甚少，这

给大提琴教学打来了不小的困扰。例如很多学生对大提琴调弦、

音准和演奏指法并不太熟悉，演奏时比较吃力，音乐教师只能从

最基础的指法、音准、识谱和指法开始教起，这对一些具备大提

琴演奏基础的学生来说比较容易，影响了他们的练习进度，影响

了大提琴演奏课整体教学效果。

（二）对音乐疗法的讲解不太深入

部分音乐教师只是带领学生练习教材大提琴曲，或是为学生

播放大提琴家演奏会视频，更侧重引导学生模仿大提琴名家演奏

指法或表现方式，对大提琴音乐文化、音乐疗法的讲解比较少，

很多学生虽然掌握了大提琴演奏技巧，但是却不清楚大提琴在特

殊教育中的作用。例如很多学生虽然可以熟练演奏大提琴曲，但

是却不太了解大提琴曲蕴含的教育价值，演奏出的音乐缺乏感染

力，无法把大提琴运用在特殊教育中。

（三）大提琴教学方法比较单一

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音乐教师大提琴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大都

是采用大班化教学，先讲解乐谱、音准和演奏指法，再为学生演

示演奏技巧，最后让学生自主练习，很少运用信息技术、音乐游

戏等开展大提琴教学，这种单调的教学方法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积

极性。部分学生对大提琴指法记忆并不是准确，课下练习很容易

遇到问题，教师却忽略了运用微课指导学生课下练习，影响了学

生演奏水平的提升。

二、大提琴在特殊教育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进一步开发特殊儿童智慧

老师可以运用大提琴演奏让特殊儿童安静下来，运用舒缓、

温暖的大提琴声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引导他们说出自己从琴声中

听到的情感、联想到的画面，激发特殊儿童交流积极性，让他们

主动和老师、同学、家长进行交流，激发他们学习大提琴的兴趣。

教师可以手把手教授大提琴演奏指法，带领特殊儿童学习大提琴

演奏，逐步提升特殊儿童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

进一步开发特殊儿童智慧，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

（二）有利于营造轻松愉悦的特殊教育氛围

大提琴音色低沉、厚重，可以安慰特殊儿童情绪，缓解特殊

儿童暴躁、焦虑情绪，教师可以运用播放大提琴交响乐视频，让

特殊儿童感受大提琴热情洋溢的一面，运用琴声安抚他们的情绪，

营造轻松的交流氛围。教师可以逐步引导特殊儿童触摸大提琴琴

弦，学习大提琴演奏方法，从而提升特殊儿童学习能力、自我控

制能力和音乐表达能力，让他们在大提琴学习中逐步成长、逐步

痊愈。

（三）有利于提升特殊教育水平

音乐疗法是特殊教育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方法，特殊教育师

范学校作为培育特殊教师的摇篮，更要积极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把大提琴作为音乐教学重点，提升学生大提琴演奏水平，为社会

输送一批优秀特殊教育老师。大提琴可以把心理健康、智力开发、

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教学融为一体，特殊教育师范生就业后逐

步把音乐治疗法推广到各个特殊教育机构，让更多特殊儿童家长

了解大提琴的教育作用，帮助特殊儿童尽快康复，提升我国特殊

教育水平。

三、新时期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提琴教学策略

（一）微课开展指法教学，夯实学生演奏基础

指法是影响大提琴演奏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演奏者通过用

左手手指按弦、右手运弓的方式进行演奏，大提琴虽然只有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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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细不一的琴弦，但是不同的按弦力度会演奏出不一样的银色，

对学生演奏指法要求比较高。音乐教师首先要了解学生大提琴演

奏基础，针对学生指法弱点来制作微课，结合曲谱上的指法进行

讲解，并录制指法讲解微课，详细讲解弓法、指法技巧，放大手

指动作，让学生清晰地看到手指按压琴弦的动作，帮助学生掌握

大提琴不同演奏指法。例如教师在讲解“G 大调两个八度音阶”

的指法时，可以拍摄自己的演奏视频，把镜头聚焦在手指上，并

在微课中添加文字说明，引导学生从 G 弦空弦起步，横向平移到

D 弦和 A 弦，A 弦第一把位用尽后，换到第四把位，用 1、3、4

指完成上行演奏，然后在原路返回。教师可以结合微课来讲解指

法，可以慢动作回放指法教学微课，帮助学生掌握基本演奏指法，

讲解手指按压琴弦的位置、把位和手指按弦顺序，让学生大提琴

演奏指法越来越娴熟。微课不仅可以帮助教师细化指法教学流程，

还可以方便学生课下自主练琴，参照视频指法来进行练习，根据

自己练琴情况来调整微课播放速度，稳步提升学生大提琴演奏水

平。

（二）运用分层教学理念，挖掘学生音乐潜力

大提琴演奏对学生音乐素养要求比较高，要求学生不仅会识

谱、调音、掌握指法，还要在演奏时精准把握音准、良好的心理

素质，由于学生大提琴基础和音乐素养存在差异，音乐教师要积

极开展分层教学，兼顾不同音乐水平学生大提琴学习需求，提升

大提琴教学质量。首先，教师要根据音乐素养和大提琴演奏水平

对学生进行分组，有多年大提琴演奏经验的学生划分为 A 层次学

生，担任大提琴学习小组组长，协助老师完成教学；具备乐器演

奏基础，但是初次接触大提琴的学生划分为 B 层次学生；没有任

何乐器演奏基础的学生划分为 C 层次学生，围绕三个层次来制定

大提琴教学方案。其次，教师要把控好教学难度，循序渐进提升

大提琴教学难度，基础教学任务从识谱、指法和拉弓等方面入手，

夯实每一个学生的大提琴演奏基础，让 C 层次学生尽快掌握演奏

技巧；中等难度教学任务从较为简单的大提琴曲入手，引导学生

全身心投入演奏中，提升三个水平层次学生演奏水平；难度教学

任务从班级大提琴合奏训练入手，选取著名室内乐作为训练曲目，

让学生懂得相互配合，提升学生大提琴演奏艺术水准。分层教学

为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提琴教学提供了新渠道，让每一个学生体

会到大提琴的魅力，激发学生大提琴学习兴趣，全面提升学校大

提琴教学效果。

（三）钢琴融入演奏训练，提升学生演奏技巧

钢琴被誉为“乐器之王”，也是学生最为熟悉的西方乐器，

很多学生具备一定的钢琴演奏基础，大提琴教师可以运用钢琴开

展音准、合奏教学，让学生根据钢琴音高在大提琴上拉准对应的音，

这种音准训练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练习兴趣，还可以提升大提

琴音准训练质量，为学生大提琴独奏奠定坚实基础。例如教师在

讲解大提琴琶音练习里的减七分解和弦时，可以先用钢琴为学生

弹奏复杂、变化音比较多的几段旋律，让学生跟着钢琴先唱准音高，

提升学生音高辨认能力，可以在钢琴上反复弹奏学生易唱错的旋

律，带领学生反复模唱。等学生可以准确哼唱旋律音高时，教师

可以带领学生采用分段、分句、分小节的进行强化练习，让学生

在大提琴上准确找到每个音符，控制好音高，让学生掌握好按弦

和拉弓的频率和力度，尽快熟悉大提琴乐谱。学生在练习时要注

意空弦同音或泛音，先对照乐谱确认好音高再进行练习，注意高

音和低音之间的转化，可以用手机录下自己的练习音频，通过回

放音频来检查自己的演奏音准，学生之间可以互相交换录音来检

查，全面提升学生的大提琴演奏音准。

（四）定期组织大提琴独奏（重奏）音乐会，提升学生审美

能力

教师要给学生创造更多大提琴实践机会，定期组织大提琴独

奏（重奏）音乐会，鼓励学生进行大提琴独奏和重奏表演，为学

生提供切磋琴技的机会，提升学生大提琴审美和演奏能力。学生

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大提琴曲进行表演，也可以对提琴曲进行改

编，展现学生的改编能力和审美能力，为学生提供展现大提琴音

乐创作能力的舞台，也让音乐教师挖掘更多的大提琴人才。教师

还可以鼓励学生积极进行大提琴合奏表演，让学生成立自己的小

乐团，合作排练大提琴曲，让学生挑选自己喜欢的大提琴曲，合

理安排合作练琴的时间，也给学生提供相互切磋琴技的机会，方

便大提琴演奏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向有经验的同学请教，丰富学

生课下学习时间。大提琴独奏（重奏）音乐会为学生提供了展现

琴技的舞台，让学生有机会练习自己喜欢的曲目，同样大提琴独

奏和合奏艺术的魅力，让学生积累一定的舞台表演经验，提升学

生心理素质，让学生大提琴演奏技艺更加完美。

四、结语

大提琴在特殊教育中有着重要作用，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要不

断优化大提琴教学，结合学生大提琴演奏水平来制定教学方案，

运用微课讲解大提琴指法，方便学生课下回看大提琴视频，运用

钢琴辅助音准教学，带领学生鉴赏大提琴名曲，激发学生练习兴趣，

积极组织校园大提琴音乐会，为学生创作大提琴独奏和合奏机会，

挖掘学生大提琴演奏潜能，全面提升学生大提琴演奏水平，从而

提升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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