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古筝是我国特色的民族乐器，高校开展古筝教学的主要目的
是加强学生对民族乐器的了解，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
并且，古筝教学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乐感和气质，
所以很多高校都开展了古筝教学。

1 高校古筝教学重要性和教学问题
1.1 高校古筝教学的重要性
当下，我国高校教育逐渐从传统的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

高校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所以，高校要积极创新教学
理念，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并从实际的工作出发，培养高素
质人才。音乐是高校教学的主要内容，古筝是我国古代的民族
乐器，而古筝教学和音乐教学的融合可以推动古筝音乐的发展，
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因此高校教师需要重视古筝教学。古筝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乐曲当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因
此，在古筝教学当中教师不仅应该为学生传授弹奏的技巧，还
需要加深对古筝乐曲文化内涵的理解[1]。

1.2 高校古筝教学问题
1.2.1 缺乏集体意识
在我国高校古筝教学当中，很多教师依然还是采取了一对一

教学模式，在这种教学模式当中教师虽然可以和学生进行良好的沟
通，但是学生很难和其他的同学进行合作。所以，如果学校有集体
合作演奏时，明显可以看出学生之间缺乏一定的集体合作意识。

1.2.2 高校古筝教学还缺乏一定的实践性
在教学过程当中之，教师十分关注学生的演奏技巧，忽视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也没有获得充足的实践平台，这导致很多
学生演奏经验尤为匮乏。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教师没有很好
地意识到舞台经验的重要性，并且部分教师也没有培养学生对古
筝的主体感受。因此，学生的学习比较被动，很难激发出他们的
学习热情。

1.2.3 没有重视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
从我国高校古筝教学现状可以发现，在教学当中教师并没有

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现在高校古筝教学变得越来越国
际化，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演奏技巧，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习自主性。但
是，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更多的教师还是以传统理论知识讲述为
主，无法充分展现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课堂教
学中教师与学生缺乏良性互动，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有待提高。
而古筝教学具有一定的实践性，需要学生反复地训练，但是部分
教师并没有重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而是把训练学习留在了课
下，因此影响了学生的基本动手操作能力。

2  高校古筝教学创新的作用和教学优化措施
2.1 高校古筝教学创新的作用
创新高校古筝教学方法是古筝教学的主要动力，改变以往的

学习方式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掌握更加
丰富的学习技巧，也可获得更加系统的音乐知识。并且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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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还可以帮助学校节省更多的教学资源，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此外，古筝教学对于学生的表演能力也有着促进作用[3 ]。

2.2 高校古筝教学优化措施
2.2.1 注重教学方式的创新
当前，我国高校古筝教学主要是以示范教学为主，这种方

法主要是教师在讲台前演奏，学生在下面模仿。但是，古筝是
一门乐器，在弹奏当中不仅需要注重技巧，还需要注重一定的
情感[4]。在高校古筝课程教学当中，为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教
师还需要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把传
统的理论性教学方法转变成互动式教学，同时教师还需要发挥出
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教学中，
教师一方面要创新教学方法，另一方面也应与学生展开互动交
流，颠覆传统教学观念及教学模式。最后，教师需要改变之前
一对一教学模式转变成一对多教学模式，让学生通过集体教学模
式去提高自己的团体合作意识。

2.2.2 注重模拟舞台实践训练
在高校古筝教学当中教师不仅需要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还

需要注重学生的舞台表演能力和实训能力。因此，教师在传输
完基本的技巧之后，还应该为学生布置一些演奏相关的作业，让
学生在班级当中进行模拟训练，没有参与演奏的学生可以台下充
当临时评委，并对学生的演奏做出相应的点评。学生通过这样的
舞台实训，不仅可以掌握基本演奏技巧，同时学生还可以意识到
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地去突破自我。

2.2.3 完善教学硬件设施建设
很多高校学生对音乐知识的认知不够，并且很多高校因为资

金问题没有采购更多的教学设备，很难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机
会和学习环境。因此，高校应该重视教学设备的多元化，建立不
同类型的乐器教学实验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学机会。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古筝教学当中，教师应理性地看待古筝

教学中的各项问题，转变传统教学观念，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且
增进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丰富课堂内容，提升学生的集体演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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