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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萨克斯教学在我国高校的现状与分析
吉　喆

（渭南师范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萨克斯管传入中国，并在我国进入了鼎盛时期。基于此，在我国普通高校的艺

术学院以及音乐学院中，萨克斯教学已经成为艺术教育中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高校中从事萨克斯教学工作，

从教师与学生的双视角出发，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目标，通过研究发现，高校萨克斯教学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主要对这些

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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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管有着其特殊的演凑技法和表演形式，在流行音

乐与爵士乐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音乐学习者重点

学习的乐器之一，从一些权威的数据可以看出，学习萨克斯

管的群体越来越多，每年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尤其是高校

音乐专业的群体。如此一来，高校如何提高萨克斯的教学质

量、保证萨克斯的教学水平以及学生最终的演奏水准成为其

关注的重点和目标。

1 萨克斯管教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据相关文献记载，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歌舞厅出

现萨克斯管，并且歌舞厅的音乐全部是靠流行音乐和爵士音

乐带动，基于此，萨克斯管也被大力发展起来，当时的萨克

斯管教学的方式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并且在闲暇时

艺人们也时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艺，虽然传授的方式较为单一，

但是也促进了当时萨克斯管教学的发展。因为萨克斯乐器的

独特性以及演奏风格，在 1945 年 ―1949 年期间，萨克斯

管被一度的认为是“不健康”的乐器，同时被禁止演奏和教

学。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外国人以及海外归国人士对萨克

斯管的推动，以及各种演出以及传媒节目中萨克斯管的频繁

出现，从而使得萨克斯管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其优雅

的音色被越来越多的国人喜爱，再加之国外著名的萨克斯演

奏家以及在国际上拥有一定地位的音乐团体来我国进行演出

及交流访问，吸引了众多的人们，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

学习萨克斯管。国外萨克斯管的教学教材在当时已经是非常

丰硕，因此，我国萨克斯管的教学教材在当时都选用的是国

外的教材，并且萨克斯管的教学也在从社会派不断转向学院

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的流行音乐得到了空前发展，

萨克斯管也被列入音乐学院的一个专业，使学习者进行系统

并且专业的学习。同时萨克斯管也被纳入西乐考级专业之中。

因此，对于萨克斯管的教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只重视演

奏效果转变为理论层面，技巧层面，基础层面以及教育教学

深入研究层面。这一时期是我国萨克斯管教学发展的重要时

期，涌现出大批的学习者，出现了学习萨克斯管的热潮，为

我国萨克斯管教学的繁荣昌盛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 我国高校萨克斯教学现状

2.1 我国高校萨克斯教学现状调查

目前为止，我国除了专业音乐学院开设音乐专业外，还

有综合类大学、师范类院校中的音乐学院以及音乐系。在这

两种高校中无论是教学水准、生源水平，还是师资力量都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专业音乐院校所设置的相关课程则更注重

专业化和国际化，同时收取生源水平的要求相对来说较高，

则综合类高校所开设的与萨克斯专业相关的课程较为单一枯

燥，并且将其作为一门选修课程来对待，对生源水平也没有

具体的要求和定义。

专业音乐院校对于萨克斯管教学采取的是一对一的教学

模式，在进入学校之前需要通过严格的专业考试的选拔，

这时就需要考生熟练多种演奏风格的曲目，这也就意味着在

进入专业音乐院校学习萨克斯专业之前，学生应该掌握过硬

的基本功，无论是基本功中的嘴型、呼吸、技巧还是音乐表

现，都必须规范化。与此同时，专业音乐院校对于萨克斯管

教学的目标是针对在平时学生练习曲目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

问题以及引导学生在练习中慢慢的形成具有自己独特的演奏

风格，在团体演出以及个人演出实践中多积累演奏经验，为

自己的日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合类院校开设的萨克斯管课程针对的群体是想要学习

这门乐器的学生，因为综合类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加倾向于师

范类，因此学生除了需要学习基本的钢琴技能之外还需要选

修另一门乐器。基于这种现状，综合类高校在选择生源的时

候对于其基本功没有任何要求，只要对其感兴趣，零基础也

可以选择此课程进行学习。教学模式也采取的是集体教学，

极大地阻碍了教学成果，教师在对于基础参差不齐的学生来

说只能简单的采取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学生群体全部从最基

础的技巧开始学习，所选取也都是风格单一，技巧简单的曲

目，对于演奏水平稍高的学生教师则选择一些风格多元的曲

目进行推荐，让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练习。对于综合类高校

萨克斯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更多的掌握萨克斯管的演奏

技巧，在完成相关课程时能够独立的演奏几首具有代表性的

曲目。

总体来说，虽然专业音乐院校与综合类院校对于萨克斯

管教学存在着差异性，但是在教学形式上有着相通之处。第

一，在萨克斯课程中，教师应该发挥其指导以及引导的作用。

不管是专业学生还是非专业学生在自己平时练习技巧时都会

出现盲目的状况，这时就需要教师通过课堂上亲身示范以及

与学生频繁交流中使得学生掌握正确的演奏技方法，这样学

生在课余时间也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练习；第二，对于萨克

斯管的学习要从最简单的指法练习慢慢过渡到曲目演奏，在

此之间没有任何捷径可取，只有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循序

渐进的不断练习；第三，教师应该将学习重点落实在曲目演

奏的表现力上，使得学生能够以独立的个体在舞台上进行演

奏，将萨克斯独特的音色完美的诠释给听众。基于此，学生

无论在学习何种难度的练习曲以及乐曲时，教师都应该注重

培养学生对于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诠释作品的表现能力。

2.2 我国高校萨克斯管教学存在的问题

2.2.1 师资队伍缺乏

萨克斯在发明萨克斯管的时候，初衷就是为了寻得能够

代替单簧管音色进行演奏的乐器。萨克斯管虽然与其他木管

乐器不管从技法还是风格上都有相通之处，但是又不完全一

样，每件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和演奏技巧。萨克斯管教

学在我国高校起步较晚，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相关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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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萨克斯演奏家以及高水准的教师相对较少，对于教学

方面只停留在表面。通过调研得知，相当一部分高校为了满

足学生的需求，开设了萨克斯课程，但是并没有考虑教师自

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使得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并非专业的萨

克斯，有可能是单簧管教师也有可能是双簧管教师。同时也

使得这类教师认为萨克斯管与其他管类乐器是相通的，在教

学中可以用一样的教学方式。实践证明，萨克斯有着独特的

音色以及演奏技巧，虽有共同之处，但并不完全一致。由于

萨克斯的气息、口型以及指位都与其他木管乐器有着较大的

区别，因此，应该对其特殊的演奏技巧、口型、气息等特殊

型进行针对训练，否则很难将萨克斯的特点表现出来。萨克

斯管经过长时间的大力发展，有着各种各样的演奏风格以及

流派，并且国外对于萨克斯管教学有着系统的教学体系，然

而这些教学体系需要专业的教师具有针对性的传授给学生，

从而使得萨克斯管的地位更加稳固。现阶段出现其他专业教

师担任萨克斯管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没有这个专业的教

师所带来的种种困难，但是也使得教学效果与预期存在较大

的差异。

2.2.2 教学风格较为单一

萨克斯管作为传统乐器中的一员，演奏风格也很多样，

古典、爵士、流行等多种风格，但是就目前实际的教学情况

来看，除了专业音乐学院会涉及到其他的教学风格，我国大

部分高校对于萨克斯管教学仅仅只限于古典，对于其他风格

少有涉及，这对于想学习其他风格的学生来说，他们只能自

己翻阅资料自己学习，但是由于萨克斯管在我国存留的资料

较少，使得这类学生在自学的过程中难上加难，也会让这类

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受到打击，很难使其得到长期发展。在国

外，对于萨克斯管的教学，教师将三种风格有机的相结合，

“在美国，除了专业院校其他高校也都推出了有关爵士以及

古典演奏技巧的最高标准及要求；在欧洲，萨克斯管得到了

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水准的教学方式相继开展，这些教学把

古典训练与丰富的爵士乐、摇滚乐和波普 (bop) 有机的结合

在一起，极大的推动了萨克斯管的普及”，再者我国高校教

师对于萨克斯管发展的定位出现了偏移，一味的强调其在乐

团中的地位，忽视了室内萨克斯管重奏的重要性，出现这种

现状也是由于我国萨克斯管教师对于萨克管了解的不透彻，

对其定位出现了偏差。

2.2.3 教材匮乏

萨克斯管的发展在我国起步较晚，专家学者对于其研究

相对来说较少，与钢琴和小提琴传统乐器教学相比较，能

够用于教学的专业性教材相对匮乏。目前，市面上所售卖的

教材也仅仅局限于流行歌曲转调或移调然后进行演奏，专业

性较低，能够用于正规教学使用的教材较少。我国高校所选

用的教材大多都是中国音乐协会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所编写的

业余考级教材，这些教材虽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但是主要针对的对象还是为我国业余萨克斯管学习者所编写

的，这对于我国高校萨克斯管学习的学生来说，专业性较低，

技术含量不高。同时，对于教师来说，能够选来进行教学的

专业性教材较少，这为学生制定课程内容时增添了难度和挑

战。并且我国高校萨克斯管教师在使用这些教材时过于死板

以及教条主义，由于自身对很多作品的不了解，笼统的按照

考级教材一级一级的学习，使得学生没有自己的规划，只能

跟着教师的计划一步一步学习，这严重阻碍了学生的长期发

展及打击了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导致整体学习成果不理想。

2.2.4 教学形式单一

在国外，对于萨克斯管的学习是学生、教师、学校三者

相互作用下展开的。其学习的最终目的是“激发和提高学习

萨克斯管的学生身上或多或少的兴趣及音乐想象力，用技巧

和认知来武装学生，并把这些手段转换为学生对其的想象力，

最终构成极具表现力的高超演奏”。国外的教学交流模式包

含教师教授、大师讲座、个人音乐会等内容，并且不管学生

吹奏的如何，教师都会给予一定的称赞，在国外教师看来，

不管学生演奏的好与坏，只要自己尽力去做了就应该得到表

扬，用这样表扬和赞美的方式激励学生，充分调动了学生学

习萨克斯管的积极性，同时使学生的自信心和热情得到高涨，

效果也事半功倍。教师还经常鼓励学生参与管乐队、管弦乐

队、爵士乐队以及流行乐队，他们认为这类演奏形式能够使

得学生在一对一的课程中所学得到的知识得到充分的发挥和

巩固，并且能够使学生在乐队中加强节奏感和协作能力。但

是通过调研，我国高校萨克斯管教学的方式大多以一对一课

程为主，主要形式为独奏，形式单一，学生的积极性不高。

3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各大高校都开展了萨克

斯管教学，由于我国萨克斯管起步较晚，在教学模式以及教

材上都有所不同，因此与欧洲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随之也

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在教学的过程中，问题较为突

出，同时这也是所有高校萨克斯教师都应该重视的问题。基

于此，如何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促进我国萨克斯全面发展，

从而缩小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需要所有萨克管教学工

作者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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