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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

也能够让人们得到一定的放松；同时在新时期的发展下，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都在逐渐增加。1 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当今发展的重要趋势，应当予以高度

重视。因此。在当今各个高校不仅会设置音乐专业，将

音乐进行细化、分类，强调学生学习的专业性，也会在

各个专业增设音乐选修课。这样便能够有利于音乐内容

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好的乐器和音乐也能够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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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另外，在当今时代的发展下，诸多学生从小便接

触音乐。通过音乐教学也能够唤起其音乐记忆。而古筝

便是当下比较受欢迎的乐器之一，但是古筝不仅代表着

娱乐，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因而其教育教学的过程中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还需要予以进一步完善，这样才能

够有效提高古筝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水平，为我国音

乐事业的发展和文化的延续奠定良好基础。

一、新时期古筝音乐教育的有效价值

（一）生活化教育

教育也是为了充实学生的头脑，提高学生的生活品

质，高校虽然会设置多样化的教育，但是既能够对学生

的情感予以熏陶，又能够体现生活的教育专业却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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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筝的演奏和曲目却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其中

涉及诸多生活情感的体现，也能够对现实生活进行良好

的阐释，因此其具有一定的生活化教育价值。

（二）人文化教育

近些年，国家对学生的综合发展越来越重视，而在

学生综合发展的过程中，人文关怀便是重要的要求，学

生只有拥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热情，这样学习的效果才能

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此基础上，进行古筝音乐教育

便能够有利于人文化教育的有效体现，通过古筝的弹奏，

能够进行情绪的表达，也能够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这

便是人文价值的重要体现。

（三）情感化教育

音乐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是为

了其能够抒发自己的感情，体会他人的情感表达，这样

对学生的沟通能力以及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高校学生的专业学习方向往往都已经固定，专业的教学

也会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很难能够在其中体会情感，也

难以全面开展情感化教育。对此，在教学中融合古筝教

育，便能够让学生体会不同的音乐风格以及古筝弹奏特

点，不会受到过多的约束和限制，学生的情感也会更加

丰富，因此古筝音乐教育还具有一定的情感教育价值。

（四）审美化教育

审美教育是古筝音乐教育的重要价值，只有学生拥

有审美能力，在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加顺畅，审美不仅指

表面上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共鸣，多欣赏优美的

事物，学生的心灵会得到净化，对美的事物也会产生共

鸣，性格方面也能够得到一定的优化。[1] 基于此，接受

古筝教育，人们能够感受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能够从作

品中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祥和；同时还能够将古筝当作

娱乐的手段，实现真正的放松，深入到古筝的乐曲中予

以欣赏，与古筝融合为一体，这样便能够体现古筝音乐

教育的审美化教育价值。

二、古筝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现状

（一）古筝音乐教育忽视了集体演奏的培养

古筝音乐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为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在当前古筝音乐教育的

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在阅读古代

文献，观看历史记录的时候，能够发现古代的乐器都会

由乐队来进行演奏，也就是说古筝并不是一个独奏乐器，

也会进行合奏或者与其他乐器进行配合。但是在当下的

古筝音乐教育中能够发现，古筝大多被当作独奏乐器来

进行教育，很少会涉及与他人的配合，有时学生的独奏

很好听，但是如果需要几个学生同时登台进行乐器演奏，

古筝音乐反而会显得杂乱。这其实主要便是由于在古筝

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忽视了对集体演奏能力的培养，越发

重视个人独奏和个人演奏技艺的同时，也弱化了古筝的

合奏作用，这样便会造成古筝音乐传承的单一化，也会

影响人们对古筝音乐的正确认知。

（二）古筝音乐教育忽视了作品的文化底蕴

古筝音乐传承至今，不仅依靠其动听的乐曲以及优

秀的传承人，其背后更是蕴含了诸多的故事，比如说，

古筝音乐《高山流水》，这一曲目中便蕴含着深刻的历

史，讲述的是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然而在今天的古

筝音乐教育中，一些非古筝专业的学生更加注重古筝的

娱乐性，只是将其当作业余的一种娱乐，也有些将其视

作一种骄傲，而并非真正为了古筝的历史和发展而学习。

而一些音乐专业的学生，大多对古筝的认可度却不高，

一些学生已经忽视了古筝的优势，而过度崇拜西洋乐器，

还有一些学生在古筝学习的时候，过度注重炫技，反而

失去了古筝的根本意义，也丧失了古筝学习的有效价值，

这样对古筝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都会造成一定的阻碍。

（三）古筝音乐教育的宣传存在严重的问题

教育其实也是一种宣传工作，在教育开始之前，教

师需要对学生进行鼓舞，向学生普及知识，这样才能够

让学生有兴趣选择古筝的学习，而在教育的过程中，教

师则是在宣传古筝的内涵，培养学生古筝的学习能力。

不过在目前古筝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古筝音乐教育在宣

传方面有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一方面，诸多课外音乐培

训机构对古筝的宣传不到位，方向也有所迷失，也使得

古筝沾染了更多功利性的色彩，诸多培训机构的宣传语

并不是以古筝为核心，而是以价值为核心，对家长迫切

的心理进行了充分的利用，这样便会使得学生对古筝学

习的心理并不纯粹，有些是被逼迫学习，有些学习是为

了炫耀，这样都会丧失古筝原本的韵味，也会影响古筝

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在网络的高速发展下，对古筝

教育的宣传方式却没有随之完善，这样便使得诸多人对

钢琴的认可度更高，对于古筝则很少进行了解，进而便

会影响古筝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

（四）古筝音乐教育的综合性资源有所欠缺

古筝是一门传统的艺术，其教育教学并不是简单

的讲解即可，学生不仅需要一定的音乐天赋，也需要

拥有一个品质上乘的古筝。同时在古筝音乐教育中教师

的水平和认知也极为重要，当下一些教师虽然从事古筝

教育，但是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却不够纯粹，其自身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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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的了解也不够全面，这样便会影响古筝音乐教育的发

展。[2] 同时，在诸多高校针对非音乐专业的学生，虽然

会进行音乐教育，但是很少会选择古筝来进行教育；而

对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有古筝专业的学校也少之又少，

一方面是因为古筝音乐教育的教师数量本身就比较少，

另一方面，古筝音乐教育处于边缘地位，给予教师的薪

资并不高，因此诸多教师都不愿意从事古筝专业的教学

工作，进而便会对古筝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一定

的阻碍。

（五）古筝音乐教育的创新发展能力较薄弱

古筝音乐是历史的传承，但是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时代在不断地变化，音乐也在不断地更新，这也意

味着古筝音乐不能够停滞不前，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

情况，来对古筝的使用以及曲目等进行创新，只有不断

更新古筝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人们才能够更好地发现古

筝的闪光点，也会逐渐对古筝音乐提起一定的兴趣。比

如说，可以创作一些符合时代发展背景的流行曲目，由

古筝进行弹奏，这样便会逐渐增加人们对于古筝的印

象。但目前从整体来看，古筝音乐还没有过多的创新，

不仅教育教学相对落后，古筝音乐的创新发展能力也极

其薄弱。

三、新时期古筝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更新古筝音乐的教育教学理念

古筝音乐教育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良好的传承，也

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体现生活化教育、人文性教

育以及审美化教育等多个方面的教育理念。对此，在新

时期开展古筝音乐教育，最为首要的便应当更新音乐的

教育教学理念，一方面，要注重对古筝音乐的全面延续，

当今时代极为注重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才能

够形成互相地促进。因此古筝音乐教育也不能够只注重

个体独奏的教学，还应当让学生多进行古筝的合奏，也

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学生进行合奏，这样才能够体现古筝

更为全面的特征，也能够有利于古筝音乐更好地发展。[3]

另一方面，古筝并不是炫耀的资本，而应当静下心来慢

慢学习，急于求成在古筝的学习中是不可取的。在此背

景下，教师在古筝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多注重基础

的教育，要打牢学生的知识基础，掌握基本的古筝手法，

真正与古筝之间进行融合，这样才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

教育；同时教师也应当适当体现古筝的“娱乐性”，让学

生可以利用古筝进行自由发挥和探索，而不是将学生禁

锢在固定的古筝音乐学习和演奏中，这样才能够有利于

古筝音乐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

（二）注重古筝音乐背后的文化传承

古筝音乐发展至今拥有千年的历史，也具有丰富的

内涵，因此在古筝教育的过程中，要想学生能够深入了

解古筝，更好地掌握古筝音乐，还应当注重古筝音乐背

后的文化传承。对此，教师可以在古筝教育之前为学生

讲述一些古筝音乐的历史故事激发学生对古筝音乐的学

习兴趣。[4] 同时，在不同风格和不同曲目的古筝音乐教

育过程中，教师也可以结合音乐的实际背景，为学生讲

解其使用古筝的优势以及其中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展现，

加强学生对古筝音乐背后的文化传承，才能够有利于更

好地对古筝音乐教育进行传承和发展。

（三）完善古筝音乐教育的宣传工作

目前，人们对古筝音乐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诸

多人对古筝音乐都不是十分重视，一些高校也没有合理

设置古筝音乐课程，同时古筝音乐教师也比较稀缺。对

此，高校在古筝音乐教育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还应当

注重对古筝音乐教育的宣传工作予以完善，一方面，高

校应当增强自身对古筝音乐的重视，不仅要设置古筝音

乐教育专业，配备专业的师资力量，还应当注重其他专

业学生课余音乐学习过程中，古筝音乐的融合，进而才

能够有利于推动古筝音乐教育的宣传工作，也能够让更

多的学生了解古筝音乐，参与古筝音乐的有效学习。另

一方面，古筝音乐宣传工作的问题还体现在具有一定功

利性色彩，基于此，应当加强古筝音乐宣传的规范性，

要对古筝音乐的特点和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宣传，而

不是让学生保证功利性的目标来进行古筝音乐的学习。

高校也可以参与到对古筝音乐的宣传工作中，加强对古

筝音乐的普及工作，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古筝音乐，认

识到古筝音乐的内涵，从心里喜爱古筝音乐的学习，这

样才能够提升古筝音乐教育的整体质量。

（四）创新古筝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

古筝音乐属于古典音乐，也是中华文化的体现，但

是古筝音乐在历史中的一些表现形式以及歌曲曲目已经

不适合当今的教育发展，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此，高校教师便应当注重充分利用古筝音乐教育过程

中的可用资源，对古筝音乐的教育教学方法进行创新。[5]

一方面，高校应当高薪聘请不同风格的古筝音乐教师，

来对学生的古筝音乐综合能力进行培养，让学生能够接

触到更多不同方面的古筝音乐，也能够对古筝音乐形成

全新的认知与理解。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运用信息技

术来加深古筝音乐教育，可以将古筝音乐的文化故事进

行动态地呈现，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模拟演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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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古筝音乐的演奏过程；同时

利用信息技术也可以将古筝音乐与其他文化内容进行融

合，这样便能够增进学生对古筝音乐的认知，进而便能

够推动古筝音乐教育的有效传承和发展。

四、结束语

近些年来，国家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而音乐和艺术教育则成为了完善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

从小学开始便极为注重音乐和艺术教育，高校更是会举

办多样化的音乐和艺术活动。古筝作为中国古典乐器，

传承至今已经拥有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也深受人们的

喜爱，诸多人们都认为古筝是一个高雅的艺术，不过随

着历史的发展，古筝也在被淡化，因此高校教育人员应

当多注重古筝等传统乐器的教育传承工作，加强对古筝

教学的更新和完善，保留古筝的基本韵味，但也要根据

时代的发展加强创新。对此，高校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更

新古筝音乐的教育教学理念，还应当注重古筝的文化传

承和教育宣传工作，拓展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样才

能够有利于解决当下古筝音乐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更好

地推动古筝音乐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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