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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乐启蒙的初衷

音乐启蒙首先是培养孩子基本的音乐素养，包括听觉能

力、视奏、视唱能力与注意力。通过调动眼、手、耳多个器

官的配合有助于身体协调性的发展。音乐作为抽象艺术有利

于右脑的发育，培养创造性思维，拓展想象力。此外，音乐

可以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成为他们的“伙伴”。然而，实际

中却也免不了家长攀比性地，功利性地迫使孩子学习的情况。

此外，每个孩子在音乐上的天赋都不一样，所以树立标准是

必要的，但也要因材施教。关于古琴在少儿音乐启蒙中的应

用，有其优势亦有其不适应性。

2  古琴在音乐启蒙中的优势

传统古琴技巧相较于其他常见的乐器来说较容易掌握。

大多数的旋律不那么密集，节奏不快，对手指的灵活性要求

相对较低。因此若方法得当，将会有显著的进步。古琴也是

有音位标注的乐器，因此，相较于拉弦乐如小提琴、二胡等

需要刻苦地训练音准的乐器来说，也就更容易掌握。

此外，古琴相较于其他乐器而言，与汉字、诗词联系紧

密。古琴所用的“减字谱”即指法文字缩减而成。少儿在学

习这样的古谱可以很好地熟悉汉字的间架结构，有助于他们

认字、写字。其次，很多曲目中有诗词元素。例如初级曲《黄

莺吟》有唱词：“黄莺，黄莺，金衣簇，双双语，桃杏花深处。

又随烟外游蜂去，恣狂歌舞。”《阳关三叠》中也有“渭城朝

浥雨 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的诗句，所以说古琴能够引导孩子们在汉字、诗词上

的启蒙，培养对于传统文化的归属感，从小树立文化自信。

3  古琴在音乐启蒙中的不适应性

古琴对于年龄过小的儿童来说，弹奏较为吃力。首先是

由于他们的指甲偏薄偏软，难以弹出正常音色，而古琴是不

能像古筝、琵琶一样佩戴假指甲的。其次，由于古琴的琴弦

较粗，儿童按弦力度往往不够，这会导致错误的手型与发力

方式，而纠错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此外，弹奏古琴时左右

手的距离有时跨度太大，对于儿童的臂展来说难度更高。总

体来说是由于乐器与的弹奏者的体型不匹配所致，教学中往

往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样一来孩子的兴趣减退，影响学习

的持续性。更严重的是，别扭的手型动作与不良的发力方式

有时甚至会影响儿童身体的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问题。

在师资上，古琴教师的整体水准相比于其他音乐教师而

言，仍处于落后的水平。相当一部分的教师没有得到良好的

音乐训练，因此不完全具备教学能力。对于“一张白纸”的

少年儿童来说，教师的音乐素养是至关重要的。

在教学内容上，传统琴曲具有着较高审美层次。古琴的

音色低沉，乐曲与现代的作品风格截然不同，旋律不够活泼，

缺少符合少儿兴趣的儿歌等音乐题材。由于少儿的年龄太小，

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积累与人生阅历，因此很难理解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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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也难以产生兴趣。若采取灌输式教育则违背了音乐启

蒙的初衷，这样的学习也就失去了意义。

4  古琴如何更好地应用于音乐启蒙

前文中列举了部分少儿学习古琴的优势与弊端。当然家

长更多的是关注孩子的健康发展，对于这种较为陌生，孩子

难以产生兴趣的乐器，还是会慎重考虑的。其实，这些不适

应性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加以注意，可以得

到良好的解决。

首先学习古琴的儿童年龄不应过小，最早也应 7 岁左右。

这个年纪的孩子一般来说在身体体型、指甲的生长程度上基

本能够满足弹奏古琴的要求，并且具有一定的注意力和定力。

其次，是否适合学习古琴，与孩子的家庭环境、个人性格与

兴趣爱好也有紧密的关系。如果父母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

平，能够耐心地引导孩子，孩子性格较为安静，且能够对古

琴的音色感兴趣，这样往往能够有较好的效果。但具体是否

能够达到预期，和家长、孩子、教师三方面都是分不开的。

其次，因为儿童在学习演奏古琴上的诸多不适，就更不

能一味的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以达到预期，可以略微放慢

教学进度。古琴入门技巧并不难，所以儿童能够较容易的掌

握技巧，只不过因为体型的问题，无法做到与成年人一样的

标准。这时候教师需要适当改变标准，随着孩子身体的成长

过程逐渐将这些动作一一纠正。

面对古琴音乐对于少儿缺乏吸引力的问题，无论刚开始

孩子们是否有兴趣，给他们讲述古琴曲中的诗词典故都是有

必要的，这也是古琴的特殊性所在。此外教师也需要适度地

选择具有趣味性的曲目来教学，例如移植一些简单的儿歌、

流行歌曲作为练习曲目，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动积极性。随着

孩子年龄逐渐增大，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积累，此时应当慢

慢引导孩子加深对传统古琴曲的理解，这样才能够完全入门，

达到一定的音乐水准。

5  结语

古琴是一件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悠久的传统乐器。面对

逐渐兴起的“古琴热”，家长应当慎重考虑让孩子学习古琴。

作为教师来说，需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改变教学方式来适

应当下的儿童生长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古琴教学能够在

音乐启蒙中有更好的实践，这将会给孩子们带来一笔受益终

身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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