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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80 年代初，伴随着“乐器进课堂”的初步探索，竖

笛这件乐器在国内中小学乐器教育课堂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随后，上海市教育局颁发了《关于在音乐教学中试

行增加器乐教学的通知》。此项通知的颁布与实施，促使

了中小学音乐教育“乐器进课堂”这一举措，这也是我

国自学堂乐歌以来，首次以地方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的

有关“乐器进课堂”的正式文件。此后，国家教委也正

式颁布了《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将器乐与音乐理论、

欣赏、歌唱等一起列入中小学音乐教学内容之中。应时

代发展的需要，器乐的融入，打破了以唱为主的固有课

堂模式。所以新时期的中小学课堂中，不能少了乐器的

身影。

美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心理学家詹姆士莫塞尔曾说过

“器乐教学可以说是通往更好体验音乐的桥梁”事实上

它本身就是一个广泛的音乐学习领域，在这一领域内它

为我们音乐教学提供了独特而令人高兴的音乐教育价值、

效果的可能性。[2]2005 年 -2011 年举行的四届全国中小学

器乐教学研讨会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中小学器乐教学改革

实验的成果，进一步推进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改革，探

讨音乐新课程的器乐教学方法与模式。[3] 国民音乐教育

大会自 2018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四届，大会主题从“音乐

教育普及与推广”、“快乐音乐教育”到“音乐走进社区，

乐器融入家庭”、“新时代美育交响”，以及在 2022 年即

将举办的第五届国民音乐教育大会明确增加器乐展演的

部分，以上都体现了器乐的重要性。

在义务教育阶段，器乐的学习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普及为性质的课堂乐器，一类是灵活较自主的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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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社团乐器，两者对于乐器的选择都有不同的倾向和原

则，但都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1　面向全体的课堂乐器

吴斌在 2011 全国中小学器乐教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器乐教学的性质，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是以合奏

为主要形式的教学。[4] 以学习乐器的演奏的基本技能为

主要的学习内容”明确表示器乐教学是以合奏为基础的

教学形式，所以集体意识是器乐教学要完成的终极目

标。这一点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也有明确体现，从《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2011 版》

课程内容“演奏”表述为“独奏与合奏演奏”，强调了

课堂乐器需要合作性，使用课堂乐器为了培养学生们的

合作能力。

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教育是普及性的审美教育，其

主要教育目标不是培养乐器演奏家，而是通过演奏等音

乐表现活动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

力、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5] 因此课堂器乐教学是面向

全体学生的，且需要满足能独奏能合奏的条件，所以课

堂乐器的选择必须符合以下五个原则：

1.1 固定音高

3 到 9 岁是儿童进行音感训练的敏感期。小学低段正

好是学生的音乐启蒙期，教师要把握好音准训练关键的

初始期，帮助学生建立音准感。根据《义务教育艺术课

程标准（2022 年版）》课程内容，学生 3 年级开始加入乐

器演奏的学习任务，课堂乐器必须自身有准确的音高，

符合十二平均律音准的要求，利于巩固音感，培养“音

乐耳朵”，防止听觉“畸形”。有固定音高的乐器也节省

了调音的时间，降低演奏难度，如古筝，其弦容易受外

界因素而产生音高变化，不适合在多人的课堂学习。

1.2 音色优美

音色是乐器魅力的体现，音色的好坏是决定器乐教

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一种声音悦耳、声音悦耳的乐器，

既可以使听者获得美感，又可以促进其学习的积极性。

而一些低劣、发音不清的乐器，则会使学员产生反感，

且声音难以融合，使合奏效果不理想，从而影响到乐器

的学习与演奏。

1.3 简便易学

课堂乐器首先应该构造简单，易学，能让大部分学

生即使零基础也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演奏技巧，使

学生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激发学习的兴趣。其次，由于

很多学校音乐教室独立于普通教室，且没有足够的空间

储存乐器，需要学生上课时带来，并在下课时带走，在

尺寸、重量等方面也应多加考虑，是否便于携带和搬运。

1.4 价格合理

课堂乐器的普及性要求乐器种类一致的情况下，每

个学生都有一件属于自己的乐器，所以需要考虑到多数

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避免造成经济负担，价格合理，

能够为绝大多数学生家庭所接受，是选用课堂乐器的基

本条件。

1.5 因地制宜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2011 版》中“课堂乐器”

表述为“竖笛、口琴、口风琴和其他课堂乐器”。[6] 但是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又改为选择“合

适的课堂乐器”[7]，并没有对应具体的乐器。对于课堂乐

器的选择，各版《音乐课程标准》和教学指导文件都没

有做统一的规定，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我国地区经济发

展不平衡，文化差异大等现实因素，这就需要我们根据

地区和学校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课堂乐器。

符合上述原则主要有以下两类乐器：节奏型乐器和

旋律型乐器。节奏型乐器是以敲击发声为基本表现特征

的乐器，主要有各种形状、音色不同的打击乐器，由于

不用控制音高，演奏较简单，如木鱼、手鼓、小锣等民

族打击乐器和三角铁、沙锤等奥尔夫乐器。旋律型乐器

因优先考虑有固定音高的，如：竖笛、口琴、口风琴、

电子琴等，既能表现旋律，丰富课堂，也在无形中培养

了学生的音准。

2　丰富多元的社团乐器

课外音乐活动是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音乐课外教学的延伸。重视和发挥课外活动的作用，

才能全面完成学校的教育任务。课外活动的乐器不以普

及为原则，局限性小，因此，选择的范围更为宽泛，品

种也相对丰富。

2.1 以人为本——学生层面

2.1.1 兴趣导向　抛开乐器性别

加拿大音乐心理学教授克莱默和雷娜在其《音乐家

的感觉·性别模式和社会角色理论》的研究中，勾勒出

性别角色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作用理论的轮廓，提醒家长

在为孩子选择学习乐器过程中免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

而更加关注孩子自身的学习条件和对乐器的个人喜好。[8]

此研究表明，家长倾向于为孩子选择符合传统性别思维

定势的乐器，如女孩多选择竖笛、长笛和小提琴等较柔

美的乐器，男孩选择如鼓、长号和喇叭等感觉更阳刚的

乐器。此举再无形之中也约束了孩子们的真实选择，女

孩子们应该喜欢女性化的乐器，男孩子们应该喜欢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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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乐器，否则便被认为不符合正常行为，家长会加以

干涉和劝说。据研究表明，性别固有观念对其乐器喜好

的影响是分年龄阶段的，处于幼儿园至二年级的孩子由

于缺乏性别固有观念，对乐器喜好不受性别影响，但年

龄较大的孩子，尤其是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的阶段，明

显被性别观念的枷锁禁锢，从而遵从父母或社会的意愿

选择更符合其性别但并不喜欢的乐器。

2.1.2 动作教育　协调身体平衡

新世纪，“动作教育”已成为教育领域的新热点。动

作教育是训练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基本动作，这是

其它训练活动的基础。在运动教学中，儿童不但要进行

手指运动，还要进行全身运动。各种乐器的练习都是一

种新的运动（尤其是针对手的复杂运动），同时也是一种

神经抑制的训练。4-13 岁，是人类开发手指精细动作的

最佳期所以也是学习乐器的最佳时期 .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

音乐学习中，动作与器乐教学应要加强课外活动选择的

乐器应与课堂乐器相辅相成，如课堂乐器选用了注重手

腕和手臂发力的乐器，课外活动时则可学习注重手指练

习的乐器，调动身体各项机能，感受音乐的同时使身体

更协调。

2.2 因地制宜——学校层面

2.2.1 实际出发　切忌贪大求全

课外音乐活动是音乐课堂教学的延伸，它承担着拓

展学生音乐视野，提高学生音乐表演能力的重要任务。

所以，在课外音乐活动中，可以选择具有较多种类、较

难演奏的乐器。根据学校设备、教师、学生的音乐基本

功等因素，选用合适的乐器；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弹奏水平，丰富学校的音乐

文化，使其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1）从学生出发

学校应从充分掌握学生们的音乐学习情况，并以此

为基础因地制宜地构建起小型的管弦乐队、民族乐队或

筝乐团等。目前在义务教育阶段，得益于家庭、社会的

音乐教育，很多学生通过学习和舞台实践掌握了所学乐

器的演奏技能，并且在考级热潮中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学校在组建乐团的时候，可以考量这些学生的优势乐器，

结合学校原有设备，依次为基础再配置对应的乐器比如

弓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打击乐器等等。浙师

大附属义乌小学童筝乐团作为单一乐器的乐团在课外活

动方面也颇有成果，乐团成员多为有古筝学习基础的学

生，共同排练多首经典合奏作品，在市级和省级的比赛

中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

（2）从师资出发

在课外音乐活动中，选择乐器要立足于现实，不能

贪大求全，避免盲目追求专业乐队的编制。基于学校设

备和学生音乐基础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教师的辅导能力

与专业水平，避免选那些演奏技巧要求过高而又难以辅

导的乐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鉴湖小学“金色童年”

少儿管乐团正是成功的课外活动范例，首先辅导老师专

业素质过硬，对所组建的乐团中的乐器有相当的了解并

拥有丰富的排练经验，能够挑选出有音乐天赋的同学，

入团并根据他们的爱好特点选择适合的乐器；其次，学

校在精品社团创建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乐器配置、

专家聘请、课时安排、人员调动等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

扶持。浙师大附属义乌小学童筝乐团作为单一乐器的乐

团在课外活动方面也颇有成果，乐团成员多为有古筝学

习基础的学生，共同排练多首经典合奏作品，在市级和

省级的比赛中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

2.2.2 因地制宜　发展校本课程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中心小学从 2008 年开始，在

四、五、六年级的音乐课中增设了竖笛特色课程。采用

欧洲八孔竖笛，其价格低廉，便于携带。吹笛练习不仅

训练了学生的眼、手、耳协调、思维能力，也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了视唱练耳、音乐欣赏、即兴创作等方面的综

合能力。在愉快的音乐教室里，既受到了情感熏陶，又

通过音乐的内在学会懂得感恩，懂得沟通和协作。该校

音乐老师还结合多年的竖笛教学经验，共同编写竖笛教

学校本课程。学校每年定期举办师生竖笛演奏音乐会，

还组织悦韵竖笛社团参加各类别的竖笛演奏比赛，屡创

佳绩。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东关小学因地制宜，推广地方

艺术特色，将地方特色艺术陕北民歌与新型民族乐器鸣

鸠琴二者融合，走进小学音乐课堂中。鸣鸠琴又名“中

华小四弦”，是根据教育部“十三五”美育工作的精神，

针对我国中小学的音乐教育课堂设计的具有普及性的一

种课堂乐器，既有中华传统民族弹拨乐器的外形又富含

民族“魂”，是易懂易学的“全民乐器”，是弘扬传统文

化的重要器乐之一，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进

课程、进教材、进课堂）研究项目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校孙羽老师因材施教，改进教学方法，目前，大多数

同学已能熟练地用鸣鸠琴为这学期所学的简单歌曲伴奏。

它的引入不仅将器乐的学习与演唱更好地结合起来，在

器乐学习中渗透综合性艺术表演，提升学生识读乐谱的

能力，还跨学科，融合经典古诗词，全方位提升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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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养。

3　结语

器乐的学习在音乐教育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

论是学在校音乐教育，还是对于社会音乐教育，都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很多不打算走艺术专业的学生们，

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堂是他们音乐启蒙开启之处，意

味着课堂乐器可能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并深入学习的乐器，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课堂乐器的选择必须是面

向全体的，具有普及性质的，且适合该阶段学生特征的，

社团乐器的选择则更具灵活性，可根据个人的爱好和学

校师资、硬件条件酌情决定。

器乐教学的根本目标，是把器乐教学与学习音乐

的各种要素很好地结合起来，[9] 全面提高学生综合音乐

素养。在选择了合适的乐器后，依然要面对陈旧的现实

问题：1.“乐器”作为“学具”来用，影响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2. 器乐教学占比大，忽略演唱、鉴赏等模块；

3. 教师专业水平不够，难以良好教学。除此之外，还有

如何分配课堂上乐器的练习时间、是否应该根据水平开

展分层教学等问题没有得到清晰地解决。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摒弃了单

一学科的课程标准，是在艺术共有特性的关联中，从

‘单一型’学习走向‘综合型’学习的多元融合，将艺

术的多样化渗透在多学科多领域，从而提升学生对艺术

文化的综合理解，对于音乐教学，也提供了全新的思考

方式。此课程标准表明音乐在义务教育阶段占有重要位

置，成为艺术学习的主项之一，对器乐教学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也让学校、教师、家长们更加重视器乐教学，

促进我国器乐教学有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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