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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在历朝历代

发展过程中，沉淀了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中古筝就是传统文

化之一。近些年来，我国愈发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将

古筝教学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在各大高校开展古筝教学的过程

中，大部分只是注重技法的快速训练，而较少将注意力放在一些

细节问题上。从呼吸训练着手，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学

生的学习也可以实现事半功倍。但是对于呼吸而言，具备无形的

特点，整体训练的难度也要更大一些。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

要真正的从呼吸训练的技巧和学生的学习感悟等多种不同的角度

出发，开展呼吸训练教学工作，真正让学生游刃有余的掌握呼吸，

实现对古筝旋律的全面掌控，达到最佳的演绎效果。

1　呼吸的种类

1.1正常的呼吸循环运动

在古筝弹奏过程中，所谓正常的呼吸循环运动，具体来讲就

是将各种音符不间断的体现出来。举例来讲，《临安遗恨》中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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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分的弹奏，并不需要对呼吸动作的状态进行调整，只需要对

一般的循环进行全面维持就足矣。与此同时，也不需要进行任何

闭气的运动。但是在进行呼吸的过程中，动作前后次序存在较大

的差异性，那么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首先，就是先吸气，再

弹弦，但是在此种情况下，时间相对较短，非常仓促，所以就需

要将一些较快的音融入进来；其次，就是先吸气、提手，然后呼

气并弹弦，在整个过程中，进一步拉长了时间，那么准备的就可

以更加充分，于是整体节奏就可以慢下来，呈现出新的效果。因

此，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呼吸循环运动而言，必须要特别注重次序

的选择和应用，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不同音乐的表现方式和具体

特点，进而做好科学运用。

1.2闭气与吸气、呼气的组合

对于闭气与吸气、呼气的组合而言，属于一种人工呼吸技术，

一般在潮州和江南的丝竹乐中有所体现。举例来讲，对于《寒鸦

戏水》的拷板，其中有很多这样类型的音型，即0x0x0x0x。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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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型的音型而言，在弹奏过程中一般会将以下几种呼吸方法应

用进来，例如，呼气加吸气、闭气加吸气、闭气加呼出等等。

然后进行逐层探究和分析，也需要遵循正常人的呼吸方式进一步

开展。在呼气的过程中，手下应落空拍，吸气时，应提手弹

弦，通过这样的循环方式，完成一拍，以此循环，但是深入

分析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预备的环节，所以稍有不慎

弹奏者就会落错弦，整体弹奏速度越来越快时，由于没有放

音，也没有止音，所以就会出现杂音的情况。在吸气的时候，

弹奏者提手空拍，在呼出气的时候落手弹弦，这是很容易实现

的，但是对于弹奏者而言，整体手是砸落下去的，所以很容易

会出现一些错误。此外，一般在手落下时会进行弹弦，其中有

一个部分就是由于压音本身进一步会产生压迫感，需要弹奏者先

进行吸气，然后再提手空拍，在该操作结束之后，就需要迅速

的闭气弹弦并放回，在现实中对于这样的步骤而言，看似花哨

且难度较大。在循环演奏的过程中，运用这一呼吸法，根本原

因就是演奏者自身的生理要求，所以就需要在呼气之后，将吸

气提起的补充加入进来，但是很多时候又无法对快奏的要求进行

全面适应。这就剩下了最后一种方法，就是闭气加吸气的方

法。在具体弹奏过程中，如果先闭气，然后再放弦，在此基

础上再进行吸气，弹奏者再提手弹弦，再整个循环的时间内，

就很有可以出现落手放弦的时间较短，然后赶在这样的时间段进

行呼气，这既可以最大化的满足弹奏者的生理循环要求，同时

也不会过于的仓促，弹奏者也不会觉得压力过大，还能对弹奏

的速度快慢进行很好的控制，这样的呼吸方法就可以达到最佳的

演奏效果。这也是当下最为典型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在具体

演奏过程中，如果将左右手的共同训练增加进来，就可以达到

一个最佳的效果，也就是左右手的快速轮奏，那么演奏者在单

独运用右手进行弹奏的过程中，也不会觉得难度过大，这是对

《寒鸦戏水》进行最大限度表现的最佳方法。

2　高校古筝教学中呼吸训练的重要性

2.1呼吸训练有助于缓解情绪

在高校古筝教学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学生的呼

吸训练。根本原因就是大部分的学生在具体练习古筝的过程中，

对于一些音乐节拍过于重视，而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自身的生理呼

吸层面上，这就导致在弹奏的过程中，普遍发现学生呼吸非常

急促，呼吸一旦急促，整体弹奏的效果就不容乐观。所以，作

为高校的古筝教师，就必须要在学生的日常练习过程中，开展

呼吸训练，让学生在循序渐进中掌握正常的生理呼吸。对于很

多学生而言，在弹奏之前，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紧张心理和

情绪，那么此时教师就需要及时介入进来，积极指导学生进行

深呼吸，同时对呼吸的节拍进行适度放慢，这样就可以让学生

原本非常紧绷的情绪和心理得以缓解和放松。又如，还有一部

分学生在最开始的弹奏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身体肢体过于僵硬的

情况，而且整体动作缺乏协调性，这也是因为学生自身的压力

较大，所以最终的弹奏效果不佳。那么教师在具体教学的过程

中，就要引导学生锻炼自身的心呼吸系统，然后引导学生在一

吸一呼之间加深，并在不知不觉中环节学生的情绪，进而达到

高效弹奏的效果。

2.2呼吸训练有助于传达情感

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类审美也在持续提升，

对于古筝弹奏的要求也在进一步增加。对于高校的古筝教学而

言，不能过于局限在一些弹奏技法方面的教学和提升上，而是

要从情感角度出发，将演奏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内涵全面展现出

来。众所周知，不同的作品内容不同，相应的音乐风格也各有

差异性，最终展现的情感和表达的含义也各不相同。作为一名

古筝学生而言，不仅仅要将曲子弹奏好，还需要对曲子中的思

想情境进行全面洞察并牢牢抓住，进而最大限度的呈现出来。

而且通过循环，不仅可以对音乐的节奏和律动进行很好的掌握，

还能在恰当的时候，将音乐本身的情感和精神同步表现出来。

因此，对于高校的古筝教师而言，必须要将呼吸训练课程加入

到古筝的课程之中。在呼吸训练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从最基

础的角度出发，指导学生从自身的身体角度出发，科学控制生

理循环，然后与弹奏循环有机协调在一起。举例来讲，在对一

些相对抒情且轻缓的音乐进行弹奏的过程中，弹奏着的呼吸必须

要保证静，同时要求稳；与之相反，在对一些音乐旋律相对快

速且铿锵有利的音乐进行弹奏的过程中，整体情感表现的就更为

强烈，那么弹奏者本身的喘息就要相对急促一些，这样对音乐

中每一种旋律点而有变化的喘息练习方式全面配合进来，就可以

很好的提高学生的呼吸训练成效，而且达到收放自如的效果，

最终将所要弹奏的音乐情感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观众还能感受

到一种独特的艺术色彩。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想让学

生的表演可以呈现出更为强烈的意境，带给表演者前所未有的精

神感受，就需要加大呼吸训练的力度，让学生具备更强的呼吸

能力。通过呼吸训练，学生可以不断激烈经验，同时对音乐作

品本身所抒发的真实情感进行了解，然后在个人思维和体验感悟

的引领下，对呼吸的深浅进行全面掌握，并配合弹奏的技法，

将具备自身风味的乐曲全面弹奏出来。

2.3呼吸训练有助于变换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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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首完美的乐曲而言，通常包含非常多的内容，其中

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旋律。所谓乐曲旋律，就是在整个演奏的过

程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规律性的长短交替，这是乐曲的根本灵

魂所在，只有将旋律掌控好，才能塑造好的乐曲。在古筝演奏

过程中，演奏者自身的呼吸系统则是最为重要的主要内容，因

为可以对乐曲的旋律进行很好的掌控，根本原因就是乐曲旋律本

身就具备自己独特的呼吸法则。对于音乐节拍而言，其主要氛

围两种，一种时稳定节拍，另一种是自由节拍，具体而言，就

是在演奏过程中固定节彼此之间的相互呼吸，但是具体呼吸的频

率并不是固定的。所以，在具体古筝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就需

要侧重引导学生从不同乐曲和旋律角度出发，进而实现对呼吸的

全面掌控，这样在具体弹奏的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呼吸实现自

如的抒发和收放。而且在最开始弹奏阶段和尾声阶段以及一些精

华部分，都需要展现相应的乐曲情感和节奏等，要想达到这样

的目标，学生就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呼吸训练，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也需要做到逐层递进，让学生尽可能的训练不同的方向内

容，特别是在自由旋律层面上，整体的呼吸模式相对杂乱而且

具备多样化的特点，学生不仅要在整个过程中对音乐的速度进行

科学把握，还需要分配好强度，配合自身的呼吸，才能达到最

佳的效果，整体的节奏变换也能更加自如。

2.4呼吸训练有助于控制力度

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人们的

重视，特别是在审美观念持续变化的背景下，在古筝弹奏方面

已经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听力需求，而是转化到了视觉和精神的多

层次需求上。在高校古筝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日常音乐表

现教学的过程中将肢体的律动融合有机结合进来，这样学生在演

奏的过程中，就可以感受到生动且形象的音乐内容。与此同

时，学生身体的运动与呼吸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要想更好的

控制身体的律动和变化，就需要开展呼吸训练教学。教师在教

学的过程中，需要传授给学生肢体呼吸的技术，确保在学生演

奏的过程中，可以实现不同程度的收放自如，进而满足观众的

视觉和精神方面的多重要求。举例来讲，在对某一古筝曲目进

行教学的过程中，学生表演时需要在开头部位和结尾部位，利

用静止的肢体语言，进一步诠释古筝音乐的意境和美感，所以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需要率先引导学生进入到歌曲的情感之

中进行全面把控，并在表演的过程中，对呼吸进行科学合理的

调节，然后给听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与此同时，教师需要引导

学生利用呼吸的方式对整个肢体动作所要表达的快乐和柔美等情

感全面控制好，这样就可以达到最佳的演奏呈现效果。但是在

具体演奏过程中，不管是将何种肢体语言选取进来，都要掌握

好度，也就是说学生应对呼吸的动作进行巧妙的掌控，避免幅

度过大，这样才能保证最终表演的自如性。在具体呼吸训练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要从呼吸和情感以及肢体这三角度出发，

引导学生进行科学配合并严格把控，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提高学生的控制自如性。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如今发展背景下，高校必须要特别重视古筝

教学，并突破过往的教学限制，将呼吸训练放在重要位置，从

多角度出发，认识到呼吸训练的重要性。在高校古筝教学过程

中，呼吸训练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项基础内容，作为教师

必须要从情绪、情感、节奏、肢体等角度出发，引导学生进

行呼吸训练，达到最佳的训练效果，引导学生通过呼吸来控制

整个演奏的进程和节奏，达到最佳的演奏效果。在未来发展过

程中，教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钻研呼吸训练的方法，结合学

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科学安排训练的任务，让学生自然而然的

掌握各种呼吸方法，实现古筝弹奏技能的全面掌控，并在弹奏

的过程中，表达出自身的情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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