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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古筝教学中趣味性与艺术性融合的策略探讨
康　怡

（防城港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防城港 538000）

摘要：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音乐方面也发

展出了很多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乐器，古筝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乐器之一。古筝具有独特的音色，而且音域范围广，是我国最重

要的民族乐器之一，直到今天古筝仍然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目

前我国古筝已经开始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古筝并不

断尝试用古筝进行演奏。本文将对高职古筝教学中趣味性与艺术

性融合的策略进行探讨，以期为推动古筝教学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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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我国民族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较早久，至今

已有 2000 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因为其雅俗共赏的艺术特点，因此

广受人们的喜爱，在我国古代社会就有了极为广泛的传播，在各

朝各代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受到各领域人士的喜爱。古筝的文

化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其古典优雅的音色和宽广的音域上，在古代

古筝在重要的场合如祭祀、庆典时都有使用，在古代贵族阶层十

分流行，是古代贵族人士的重要才艺之一；古筝具有浓烈的抒情

效果，因此也被广泛应用于中国传统舞蹈中；除此以外它还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含蓄、优雅、

古典之美，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学习古筝不仅需要学生体会、领悟乐曲中传递出来的意蕴，

还需要学生学习大量的古筝弹奏技巧，养成扎实的弹奏功底，而

这比较枯燥。因此高职教师需要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在古筝教学

中挖掘其趣味性和艺术性，用趣味化的教学方法、以古筝深厚的

文化艺术价值提高学生学习古筝的兴趣，提高他们练习古筝的积

极性，进而强化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古筝演奏能力，提升

学生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要想体现出古筝趣味性与艺术性，教师需要创新古筝教学方

法，要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品味古筝乐曲中传递的优美意蕴，品味

其艺术特色，需要向学生介绍古筝乐曲的文化价值。教师也可以

应用体态律动教学理念引导学生通过肢体动作表现对于古筝乐曲

的理解，可以让学生在课上加强互动交流，在协奏中体会学习古

筝的乐趣。最后，教师还应该给学生提供展示平台，让学生在实

践中体验古筝的学习乐趣。

一、我国高职古筝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对古筝认识不深刻

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开设课程时都有开设古筝课程，大多

数学校都是将古筝作为选修课，这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不会

投入太多的精力，粗浅了解一些古筝弹奏、文化艺术价值方面的

知识，对古筝的了解较为片面化，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一概不知。

而不了解古筝的文化发展、文化内涵就不能真正体验古筝的艺术

价值，这需要不断进行改进。

（二）缺少表现的空间

古筝教学依旧沿用我国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一对一辅导教学，

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提高古筝弹奏的学习效率，但是学生没

有自由的思考和创作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的教学过程中，越来越

注重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如果老师在课堂上依旧主导着学

生的发展，就会让学生慢慢失去创造力和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

说这种教学方法压抑了学生的创新性。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

在课堂上始终处于过度紧张的状态，不利于学生的发展。

（三）表演环节少

我国高职院校古筝教学实践机会不多，学校在教学的过程中

注重培养学生的演奏技巧却没有专业的场合让学生进行演奏，学

生进行了大量的古筝练习，但是没有足够的表演机会，这一方面

挫伤了学生学习古筝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学生真正上台演出的

时候，他们会因为没有经验而感到紧张不安，临场应变能力弱。

实践是培养学生独立能力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高职古筝还需要

不断强化实践教学，给学生提供更多公开演奏的机会。

二、古筝教学中趣味性与艺术性融合的策略

（一）做好古筝鉴赏，体会乐曲的艺术美

欣赏音乐的艺术美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第一步，古筝教学也

是同样的道理，教师要引导学生品味古筝乐曲中流淌出来的优美

意蕴，体会古筝的艺术特色，这样才能使课堂充满趣味性和艺术性。

在古筝鉴赏教学中，学生听古筝的节奏、旋律，在欣赏过程中产

生艺术共鸣，提高对古筝的学习兴趣。

教师要做好古筝名曲鉴教，在已有的课本教材中选择有代表

性的演绎。用音像相结合的方式更有助于学生品味古筝乐曲中的

艺术特色，让他们理解古筝乐曲的意境。例如，在《渔舟唱晚》

的教学中，乐曲背景的展现在传统教学中大多靠教师的解说，这

显然没有多媒体展现画面那样的直观。江南水乡在夕阳西下的晚

景中，夕阳映照万顷碧波，渔民悠然自得，渔船随波渐远，岸边

顿时变得热闹起来，说话声、鱼虾跳跃的声音响成一片，渔民带

着收获的喜悦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宽宽的水面又恢复了宁静。

信息技术能够带给学生更加鲜活的视听享受，使得枯燥的演

奏技法学习变得更富有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古筝的兴趣，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任何乐器的演奏，都离不开指法的技能练习。

在传统的枯燥的技能练习中，有了信息技术的助力，学生的学习

效率会更高。

（二）引入体态律动法，强化音乐体验

体态律动教学是音乐教学中一种广受好评的教学模式，将音

乐与人的肢体动作结合在一起，让学生用肢体动作配合音乐节奏、

旋律去律动，进一步表达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体态律动法

使得音乐课堂上活动更加丰富，推动古筝教学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有效融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体态律动表现古筝乐曲中的韵律，

一方面能够强化学生的音乐“韵律感”，提高学生的乐曲演奏能

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学生放松肌肉，使得古筝课程的趣味性

和艺术性有效融合。比如，在《寒鸦戏水》乐曲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就可以引入体态律动教学，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这首歌曲

的意境，分析乐曲的旋律，之后教师再给学生进行示范，手臂随

着乐曲的起伏而动作。比如：大撮抬臂走弦、左手颤音抬臂走弦，

带领学生用肢体动作感受乐曲的旋律，让学生更深入体验乐曲的

意境，强化对乐曲的理解，增强他们在古筝弹奏方面的视觉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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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尝试编创古筝乐曲，激活创造力量

在古筝课程中，教师也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演奏练习形式来提

高古筝教学的趣味性和艺术性。过去乐器演奏教学普遍是“一对一”

的教学方法，教学依赖于教师的面传口授，教师给学生示范，带

领学生演奏，并给学生指导演奏的不规范之处，学生模仿正确的

演奏方式，重复练习教师的指法与弹奏技巧。这种音乐课堂针对

性强，效率比较高，但是课程比较枯燥，不利于学生发展学习兴趣，

同时乐曲演奏的艺术性也没有显示出来，不利于学生发展古筝艺

术素养。高职古筝教师要积极迎合现代社会教育教学发展趋势，

学习新的教学理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时俱进，创新古

筝教学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将“集体授课”的教学模式引入课堂，

在课上给学生划分不同的学习小组，根据学生的古筝基础采用“分

层分组”教学法。同一组的学生水平接近，共同提高，教师以组

为单位指导学生，教学效率也能提高。学生在小组练习中，教师

认真观察学生的演奏方法，对学生的指法、韵律与弹奏技巧方面

提出建议。这种“集体授课，分组教学”的模式给学生提供了更

自由的演奏练习和表达的空间，有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激发他们的好胜心，使得学生认真练习，专注演奏，提高课堂教

学效果。

（四）丰富古筝教学内容，提高学习趣味性

高职古筝课堂上，教师还可以通过丰富课程内容的方式使古

筝的趣味性与艺术性相融合，新的课程内容给学生带来全新的学

习感受，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使得他们更主动地去学习古筝，了

解古筝文化。现阶段，不少高职教师在古筝课程中教学目的性很

强，以“考级”作为教学目标，只关注学生的古筝弹奏技能培养，

忽视了古筝的文化艺术价值，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古筝的积极性。

为了让学生迅速过级，教师在课堂上引进大量的考级曲目，课程

内容单调，重复练习几首曲子，没有引导学生探索乐曲中的意境，

也没有向学生介绍乐曲的文化艺术内涵，使学生对古筝学习感到

厌烦，无法真正体会到古筝的艺术魅力。

教师有必要丰富课堂教学曲目，引入更多学生感兴趣的古筝

乐曲，提高课程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学生更积极主动、更深

入地分析古筝乐曲中蕴含的情感内涵、艺术价值。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仅需要向学生介绍古筝乐曲的演奏方法，还需要介绍创作

背景、作者生平、情感内涵等，让学生全方面了解乐曲，使得古

筝课程的趣味性和艺术性有效融合。

（五）关注曲式变化，强化表现技能

古筝的曲式变化丰富多样，在课堂上分析古筝各流派曲式变

化，感受各地曲式的差异，让学生感受古筝音乐艺术的丰富变化，

也有助于增强古筝教学的艺术性和趣味性。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筝曲的特征展开分析：如潮州风韵、河

南风韵、陕西风韵、山东放风筝等，都是公认的当代古筝流派。

例如，河南筝，“奋逸响” 恰似河南人的性格和语言高亢粗犷、

明朗。河南筝在弹奏时，从右手靠近琴码的地方开始，流动地弹

奏到靠近“岳山”的地方，右手大幅度揉颤，音乐表现很富有戏

剧性。河南筝的曲目可以说是直接来自民间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

所以又称之为南阳鼓子曲，带有唱词的“牌子曲” 和纯器乐的“板

头曲”是河南筝曲目的典型特征。 又如，潮州筝，富有南国情调，

潮筝和潮乐一样， 都有“重六”“轻六” 等好几个调的叫法，归

结起来， 实际上就是弹琴时通过左手按音的变化， 以达到几种音

阶和调式的组合形式， 而且音律也不同于十二平均律和其他地方

的民间音乐， 潮汕语言比较平和，潮筝音程的跳动也不大，比较

文静委婉，按滑的起伏变化则细腻微妙， 主要是起润饰作用，“弹

按尾随”手法加上“勒弦” 加花的频繁使用，形成潮州筝流畅华丽、

温文尔雅的流派。

学生要真正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准，除了练习弹奏的技术外，

还要懂得其所蕴含的意境，才能真正把它的情感抒发出来，才能

真正打动人心，达到完美的演奏效果。在弹奏之前，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对各流派的音乐特点进行分析，了解各流派筝曲的艺术特

征更有助于学生理解筝曲的情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在对

于各流派筝曲的艺术特色的过程中，学生进一步强化古筝艺术修

养，并在古筝丰富的流派表现中发现学习古筝的乐趣。

（六）提供实践学习机会，在实践中体验乐趣

古筝演奏实践活动真正将古筝的趣味性和艺术性进行了融合，

因此教师应该尽可能多地给学生提供古筝表演机会，将课程学习

活动延伸至课外。在校园内开展古筝艺术表演节，给学生提供表

现机会。对于有古筝乐队的学校，学校可以定期自主举办文艺表

演活动或者专业比赛，给学生一个舞台，激发学生的表现欲望。

又如，教师可以打造一个古筝工作室，以工作室为中心，给学生

提供古筝专场演出机会；院校教师还可以积极和校外的组织机构

联系，比如和公益性演出团体合作，让学生将古筝演奏带进公益

演出活动中。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实践中，让他们学习如

何组织演出，锻炼他们的合作能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

还可以与一些企业或是商演机构进行合作，签订人才培养协议，

为社会共同培养古筝人才。本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院

校还可以聘请专业的古筝专家到学校进行教学，或组织学生联谊，

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组织学生参加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的

实践活动，能够增强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动手能力，在实践中感受

古筝艺术的魅力，增强古筝教学的趣味性。通过音乐活动的锻炼，

学生的心理素质也得到锻炼，琴艺得到提升。

三、结语

古筝在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乐器中最具代表

性的乐器之一，以其醇厚的文化涵韵和优美婉转的音色而广受欢

迎，在中国传统音乐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具有很高的音乐

艺术价值，还具有文化价值，与中国的古代诗词文化等具有密不

可分的联系。随着近些年来民族音乐开始走向世界，古筝艺术开

始被国内外的音乐爱好者所推崇。当前古筝教育发展不断发展，

教师要挖掘古筝教学模式，将古筝的趣味性和艺术性融合，吸引

越来越多的学生学习古筝。当前，高职古筝教学对于古筝的趣味

性和艺术性挖掘不够深入，教学过程中更没有将这二者进行融合，

本文浅析了几种古筝教学方法，希望为高职院校古筝课程教师提

供一些教学思路，提高古筝教学质量，发扬我国古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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