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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琴教学中学生想象力和心理素质的培养路径
仲 秋

（兰州文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 现如今，我国素质教育改革正在不断推进，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功
于音乐教学对学生想象力的培养与心理素质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大提琴演奏也具有相同的
培养效果，能够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并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同时这也是其教学过程的重难点。本文
首先概述了大提琴演奏的重要意义，接着分别阐述了大提琴演奏与想象力和心理素质之间的关系，最后
就在大提琴演奏中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心理素质提出了一些培养路径，希望能够为音乐教学
工作者们的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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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过程中，必须依靠个人的想象力才能对音乐作品进

行感知，把握准其节奏，从而流畅的进行大提琴表演 [3]。

这个表演的过程，表演者的想象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所以通过自身的想象力来感知相对抽象的音乐，对于演

奏者的音乐水平也有促进的作用。

2.2 进行情感体验
音乐作品的感染力需要演奏者来实现，在大提琴演

奏上，要想充分展现其艺术感染力，演奏者就需要重视

自己的想象力，对所表演的音乐作品进行情感体验，接

着全方位并且迅速地把握好该作品的自身特点和其节奏。

这样就可以为大提琴演奏做好充分地准备。除此之外，

在演奏大提琴时，表演者自身对所演奏作品的情感体验

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表演者

和听众间的距离，易于产生共情。对于大提琴表演者而

言，他们只有深刻的感知到音乐作品本身的艺术美，才

能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展现出来，从而感染听众，产生

共鸣，进而真正实现对音乐作品艺术美的传达。

3  大提琴演奏中心理素质的重要作用

3.1 改善演奏技巧
要想演奏好大提琴，表演者的心理素质也十分的重

要，是他们应对演奏过程中的各种突发情况的重要法宝。

而对于大提琴授课老师，就需要对学生心理素质予以重

视，充分认识到大提琴表演者自身必须具备很好的心理

素质，才能帮助他们在表演技巧更上一层台阶，从而体

现音乐作品的艺术美，因而授课老师要在教学中正确地

引导 [4]。此外，大提琴表演者自身也要仔细思考如何灵

活地运用演奏技巧。总而言之，学生自身良好健康的心

理素质非常重要。

3.2 适应演奏环境
充分表现音乐作品的情感是大提琴演奏者的重要工

作，要想出色地完成这一环节，他们首要克服的困难就

是消除演奏中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从而可以顺利地进

行表演活动。表演者在演奏时要对不同场景的演奏活动

所面临的各种环境进行适应，这也是大提琴学习所必须

具备的一项技能。而要真正完成这一目标，就要求演奏

者具备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够及时调节自己的情绪，

在教学上，由于音乐是抽象的，表演时要求表演者

必须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和感知力。而以大提琴演奏为例，

表演者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且心理素质

健康稳定 [1]。在大提琴演奏中，要想充分发挥想象力，

就要求演奏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就要在学习中

多积累，了解各种艺术，掌握更加全面的技艺，方能在

大提琴演奏中更好地诠释音乐的真谛。所以，在音乐教

学时，授课老师必须充分认识到对学习者想象力培养和

心理素质锻炼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授课老师也必须

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并在学习时引导学生积累多种

技能和吸收丰富多样的艺术，从而使其大提琴演奏技术

不断娴熟，其艺术表现力得到不断的提升。

1  大提琴演奏的意义

对于大提琴演奏，其表演者不但要深入学习并掌握

指法、弓法等比较专业的技巧，而且还要有较为丰富的

想象力和良好健康的心理素质。如果演奏者仅仅是机械

的表演，那么其演奏技巧并不能得到较大的提升，必须

要在演奏中注入感情才能打动人心 [2]。大提琴的演奏，

也可以看成是情感表达的途径，而且，通过大提琴的演

奏，还可以与听众之间形成关联，产生情感的共鸣。要

想在弹奏大提琴时充分体现出其中的美感，从而体现出

其中蕴含的想象力和表现力，这就需要演奏者具有很高

的艺术水准，必须具有相对比较丰富的想象力和良好的

心理素质，这样就可以减少大提琴演奏中紧张或者焦灼

的心情。因而提高演奏者的心理素质对于大提琴演奏效

果十分重要。

2  大提琴演奏中想象力的重要作用

2.1 感知抽象音乐美
音乐的美是抽象的，是需要人去感知的。在演奏大

提琴时，演奏者要想表达音乐的美，必须充分发挥想象

力的作用，对于他们而言，可以通过大提琴的声音，加

深他们对音乐流动性和音乐艺术价值的体验。通常情况

下，演奏大提琴是具有很大难度的，所以表演者们必须

掌握娴熟的演奏技能，同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解

决演奏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除此之外，在大提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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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稳的状态完成表演，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变化

的各类表演活动。

4  培养路径

4.1 充分了解作品
由于想象力与心理素质对学生大提琴演奏具有重要

的作用，所以必须重视丰富其想象力和培养其良好心理素

质，对于演奏者，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对所演奏的音乐

作品进行充分了解。最近几年，大提琴演奏的发展是十分

迅速的，无论是演奏者还是学习者，都对节奏与音色等

技巧非常重视，但是却对需要表演的作品没有深入了解。

这就使他们在进行表演的时候，没有办法建立在对作品进

行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基于此，演奏大

提琴前，表演者们要深入了解所演奏作品的内涵，从而对

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正确解读，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发挥

自身的想象力，可以帮助其在演奏时与听众产生共情。

4.2 重视基本功
作为一门乐器课程，在大提琴的学习中，学生具备

扎实的基本功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所以，学生们必须

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基本功的重要性，并在学习的过程中

着重掌握其演奏的技巧 [5]。平时练习基本功的时候，授

课老师也要引导学生明确其进行训练的目的。同时要注

意的是练习时使用合理科学的方式进行，不要盲目地训

练，这样不但浪费时间，还会消磨学习的兴趣。除此之

外，学生训练时如果遇到任何演奏方面的技巧问题，也

要及时地请教授课老师，从而克服困难，提高学习效率。

学生基本功不断提高，会促使他们演奏的积极性和自信

心不断增强，这样在面对各式各样的演奏活动时就不会

有惧怕心理，可以更好地面对更为复杂的演奏环境。

4.3 重视文化水平
一名优秀的大提琴演奏者，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还必须要学习文化课程，所以他们能用在学习大提

琴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一旦耗费太多的时间在音乐课上，

会对他们的专业知识造成不良影响，使学生缺乏文化素

质。在学习大提琴演奏时，学生们除了要对大提琴演奏

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充分了解，还必须学习美学与文学知

识，从而能够使他们对音乐作品的内涵进行深入揣摩。

与此同时，良好的心理素质可以帮助他们充分展示其独

特的风格。所以在大提琴教学中，学生需要重视其心理

素质和文化修养，将课堂时间利用起来钻研文化知识，

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与音乐素养。只

有做到这些，学生才能在大提琴演奏活动中有信心、有

能力地完成好演奏。换句话说，大提琴演奏还需要学生

有较高的综合文化素养，这样他们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

心理素质，丰富自身的想象力。将自己的想象力融入大

提琴的演奏中，其演奏效果才会不断地提升。这也是提

高学生心理素质的重要举措。

4.4 培养想象力
学生想象力的培养方式多种多样，在大提琴教学中，

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的模式，创造一个具体的情境，让学

生深入感受大提琴所传达出的意境，通过这种方式来调

动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积极联想和想

象，如此一来，就可以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锻炼，从

而实现大提琴教学的教学目标。

4.5 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
抽象性是大提琴的本质特征，它是一种触摸不到也

看不见的存在，与直观反映世界的艺术形式（如雕塑等）

不同，它只能通过节奏、音色和旋律等来进行表达。其

传达媒介主要是声音，通过声音刺激受众者的听觉器官，

使听众在头脑中将声音转化为形象，所以其特征相对比

较模糊。与此同时，音乐的特性使学生在刚开始学习并

欣赏大提琴演奏的时候往往存在理解上的困难，甚至感

到无从下手。然而，也正是因为其自身的特性，所以具

有比其他艺术更为广阔的联想空间，这也是音乐艺术的

魅力所在。受学生本身阅历以及所学知识的限制，他们

真正与音乐作品接触的机会并不算多，所以他们对大提

琴作品的了解也往往只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的学习。

所以，授课老师就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在进行大提

琴教学时，要借助视觉性的手段，帮助学生摆脱音乐抽

象性的桎梏，将音乐形象化，通过形象化的音乐画面，

对学生的想象和联想进行引导，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大提

琴教学的教学质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音乐教学之中，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

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大提琴演奏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大提

琴课程的教学老师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在音乐教

学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

大提琴演奏者自身也要加以重视，在学习的过程中，对

所演奏的音乐作品深入了解，同时不断练习基本功，打

牢基础，也要重视文化水平的提高，帮助自身对作品的

揣摩；授课老师也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的方式开拓学生的

想象力，还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教学，使抽象的音乐

具体化，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和理解。只有这样学生才

能在大提琴学习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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