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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高校古筝专业教学中的审美渗透 
龚亚利 

（Jeonju university  全罗北道全州市  55060；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省海口市  571158） 

摘要：高等音乐通识及专业教育是艺术教育架构中的重要内容，同时在艺术教育中，古筝作为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传统乐器，

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印记以及文人墨客的审美情趣，代表着人民审美及艺术实践理念，筝乐本身也极具艺术表现力。随着高校艺

术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古筝的专业教学任重道远。本文着重阐述分析当前高校古筝专业教学现状，并以古筝韵味、审美及美感表

达方法为重点，论述古筝专业教学与筝乐演奏中音乐审美表达的关联性及达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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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乐曲所赋予我们的意义是借助乐器演奏，建立演奏者和听

者间的情感互动以达到情绪共鸣。在传统乐谱中，筝乐谱是极东方

美及中华文明积淀于一体，同时在传统乐器中古筝又极具东方色

彩，古代文人雅士乐于弹奏，因其应和了传统审美情趣，又能给予

听者如临其境、稳定心绪、古朴动人的情感体验[1]。近些年来，基

于古筝的音律美感及背后蕴含的审美教育作用，高校古筝专业教学

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如何深度挖掘古筝专业教学中的审美价值，

值得对其进行探究思考。 

一、古筝的审美寓意 

高等教育中，审美教育不可或缺，尤其是在高等院校的艺术类

专业教学中，审美教育成为了培养及提高个人专业素质的重要环节

之一。在当今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传统文化热度不减，民族文化

及传承传统民族性的各种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在其中古筝作为民族

乐器中的典型代表广为人知，作为中国古老的民族乐器其音韵更是

被人津津乐道，在中国这一悠久且丰厚的文化底蕴大国中历经两千

余年洗礼，其魅力未减分毫，古语所言：“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

神”、“坐客满筵都不语，一行哀雁十三声”，都饱含着文人墨客对

古筝音韵之味的赞美之意。古筝凭借自身独有的艺术魅力，如低沉

似重山的低声区音域及清亮似流水的高声区音域等，收获了大量拥

趸。与此同时，高等艺术院校及普通高校也纷纷开设古筝专业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经验。但古筝背后蕴含的文化审美

及美学价值得我们重视，可以说，古筝审美教育伴随着古筝所传递

的音律及意境，已经成为学生增强美感提升审美认知，以及促进身

心健康的重要路径[2]。而站在高校古筝专业教学实施现状层面看，

部分高校仍存在应试教育思维，在古筝专业教学中不免存在一定的

功利主义，在专业教学及课堂实践中更侧重于学生古筝演奏技艺方

法的教学演练，易形成了简单枯燥的教学模式，学生长此以往也容

易失去了对古筝美感的感知，无法全面细致的感受古筝的艺术魅

力，因此也会影响学生的审美能力。因而，着力彰显古筝审美教育

的价值，也不失为高校古筝教学推陈出新的应有之义。 

古筝审美教育是基于古筝的美学内涵上的，其中涵盖了韵律

美、意境美、形象美、仪态美几大点[3]。首先，韵律美大抵是指在

古筝演奏中左手辅助右手手指进行吟揉按滑生发出的韵味，相比其

他类型的乐器，是独具特色且不可比拟的，在以五声音阶著称的古

筝中，清角、变徵、变宫、闰“偏音”，都需要借助左手按弦抚弄

而取其音韵，显其韵味。即便是同一音，通过左手不同的吟揉按滑

其韵味和律动也会有所变化，即手指吟揉按滑的方式方法与轻重缓

急，对最终韵味的形成产生影响。因而，韵律美应围绕古筝韵味求

取，使学习者从听觉中感知其美感。其次，意境美与古筝本身传递

的音色关联性极强，不管是古代传统乐曲，还是经时代变革的现代

曲目，其往往都具备很好的意境，对此类意境，学生需要在日常不

断的练习中去体会一声一色并循序渐进地辨析领会不同的音韵旋

律所传达的不同的意境表达。例如，筝曲《渔舟唱晚》，呈现出的

渔民泛舟入湖中，晚霞与星火同辉的意境，而《层层水澜》则侧重

于对水光涟漪及波澜荡漾的景致这一洒脱意境的表达。因此，意境

美在古筝中的表现，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形象美既可以描述自

然景象，也可以用于人物形象表达，强调情境及意象。古筝曲目《思

春》中，“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传达出的情境，学生需要尤其关注古筝“苦音”所蕴含的凄婉旋律，

以为思亲的女子形象呼之欲出。仪态美则是指古筝演奏者仪态，仪

态美与古筝艺术演奏的效果直接相关。从演奏者的演奏仪态中可直

接窥见演奏者的古筝审美水平。具体则体现在，演奏姿态，动作自

然与否，乐曲演奏时演奏者的情绪表达与肢体表达自然与否，气息

与律动契合与否都是仪态美否的体现，即，心随情表，体随心动。 

二、古筝教学的审美教育价值 

（一）艺术中器乐的审美感知 

艺术本身就是美感的来源，而美感又使艺术通过各自形式的呈

现被众人所接受，人们在此过程中享受艺术的美感所带来的多重功

能，即，艺术欣赏及审美熏陶功能。在众多艺术形式当中，乐器借

演奏者之手，通过乐谱音符将自身独有的美感传递到演奏者的内心

并内化为表演过程，从而在乐器本身、演奏者和听者之间互相链接

并最终达成共鸣。中国传统乐器数量众多且各种乐器因构成不同而

演奏方式各异，但寓意皆是为了传递美感，通过演奏时的曲调音韵

将乐曲本身的美感传递给听者，以此建立审美链接。即，乐器通过

乐谱传递自身的音律及曲谱中所承载的艺术内涵，进而触动听者，

使其氤氲在独特的审美氛围中。具体到古筝这一乐器，通过专业教

学，能够让学生在演奏时，充分感知古筝演奏所传达的美感，在音

律中掌握古筝演奏的技术技巧，然后根据所掌握的技术技巧转化为

演奏者自身对作品的演绎，即，创新性表达。因此，古筝教学的审

美教育意义最先体现在学生对筝这一乐器的美的感悟认知，在具备

较强的专业技术后，领会与把握乐曲本身所传递的审美寓意，同时

对乐曲段落构成及旋律特征加以熟稔，最终增强自身与古筝之间的

融合以及演奏与聆听带来的情感体验。 

（二）筝乐的鉴赏理解及领会 

在古筝教学中，常常存在单一关注演奏技能的误区，放大古筝

的“术”而容易忽略古筝中的“艺”[4]。古筝教学中的艺可以理解

为对筝乐的鉴赏理解及领会能力培养。众所周知，古筝本身也作为

一种艺术而存在，另一方面古筝以音学韵律展现这这一乐器的美学

魅力，而如何更好的体现这一审美能力则是培养演奏者对筝乐的鉴

赏能力和领会能力，如此就突出了古筝专业演奏技能及审美鉴赏的

重要性。随着古筝教育理念的不断完善，培养古筝专业学生时，教

学侧重点逐渐由学生乐器演奏技能培养变为技能与审美鉴赏并举。

基于此，通过古筝专业教学，养成学生演奏技能的同时，还能够经

由审美鉴赏培养，让学生能够在古筝演奏过程中理解领会古筝乐曲

的风格及背后的审美价值。简言之，古筝教学中渗透审美意识，最

终可陶冶学生音乐情操，使学生能够从局限的技艺学习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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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技巧与审美相融合的效果。 

三、高校古筝专业教学中审美渗透的有效路径 

（一）营造筝乐欣赏及审美氛围 

古筝专业教学应遵循音乐教育的一般规律，先从音乐欣赏开

始，即，接触并反复欣赏古筝曲目。事实上，筝曲欣赏本身即是古

筝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开始，学生在古筝曲目的聆听中，可以直观的

感受到筝乐的美感及艺术的魅力。为此，作为教师而言，需要通过

多种手段营造古筝审美氛围，可从如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在教学

最初阶段，教师应树立主导地位，自身先对专业教学中需要融入的

审美教育目标加以明确，然后针对性地对筝乐筝曲的欣赏及专项审

美训练做好铺垫。可从筝曲的背景介绍开始，同时对乐曲演奏的音

色特征加以说明，从而消除学生对古筝这一乐器演奏过难的错误认

知。在筝曲的背景介绍时，教师可以选择图示及视频，让学生能够

从立体的听觉、视觉效果结合中，对筝曲背景、乐曲演奏技巧及筝

曲所呈现的整体审美价值等有更为详细的理解。第二，因材施教选

择筝曲。筝曲赏析是古筝审美教育的开始，学生在全身心的感受聆

听时，对古筝美感有所把握，进而为后续演奏等打好基础。但这一

切的前提还是源自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因喜爱而产生兴趣，为此，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段及移动终端，向学生推荐适合且学生喜爱

的曲目，学生产生兴趣后才能充分的感知筝乐的魅力，当然也可以

向学生推荐古筝经典名曲，学生展示现代演奏者对古筝名曲的再次

演绎，让学生从古今的经典中汲取审美养分。教师以自身演奏示范

极其学生演奏兴趣，然后播放名家演奏视频，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

体验，辅助学生尽快了解到筝曲的美感及意境。第三，启发式教育。

古筝专业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能力，不能将古筝艺术魅力固

定化。进行启发式教育，给予学生个性化审美及差异性审美的空间。

在这一方面，教师主要应先对古筝曲的旋律、力度、节奏等元素进

行讲述，然后在师生对话交流中了解学生的基本理解能力及创新性

思维，在交流碰撞中，保护学生审美多样性，为学生不拘于表面认

知及演奏古筝打下基石。 

（二）在古筝审美教育中渗透民族文化 

古筝在我国音乐文化格局中往往不会被单一的定位为民族乐

器，更多地是传递及表达了中华文化，同时也被视为中华文化的象

征。当前，古筝的艺术已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逐渐外化为中华

文化意象。因此，古筝所附带的文化属性特征及文化气息应渗透到

古筝通识及审美教育过程中。注重做好以下几方面：首先，古筝中

的文化理论先行。古筝可供发掘的文化要素众多，从文化渗透这一

视角上看，应在古筝专业课程设计上进行全面考虑。高校可以在古

筝专业课本中设置筝曲所蕴含的文化历史背景等先导内容，同时让

学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及文化背景下的古筝发展史。在文化渗透传

播中，将古筝审美教育同时渗透。特别是在筝曲背后蕴含了丰富的

文化知识，这些文化知识对筝曲表达内涵及思想意境的揭示至关重

要。教师在教授筝曲时，应引导学生自主了解筝曲的创作年代、背

景、作者等基本信息，然后引入作者的其他古筝曲目，这样能够在

熟悉古筝演奏特征及曲目内涵的基础上，对其文化属性加以分析咀

嚼。其次，阐明古筝及流派的延续与变革要因。各个古筝流派本身

在具备延续性及区域性的同时，伴随时代变化及潮流更迭，往往会

在古筝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多样性、可变性特征。例如，伴随着筝乐

在功能上更加多元，在体裁上更加多样，在内容及音响效果呈现上

更具现代性，在技法上更为创新等，都会导致古筝审美趋势的变化。

教师在这一环节要强调延续与变化的合理性，以民族文化为主线进

行串联，让学生的审美能力得以拓展。例如，在不同艺术流派中选

取不同筝曲进行演奏，如潮州筝曲的《寒鸦戏水》，河南筝曲的《打

雁》，山东筝曲的《四合如意》，这几首曲目自身具有不同的流派韵

味，教师可以采用开放式的教学理念，通过视谱教学的方式，展示

古筝演奏模式下不同曲目乐谱、技法、情感表达的差异点，让学生

能够从不同的流派中感受丰富多样的审美表现，在学生感受到古筝

律动的同时，加深引导学生领会古筝音乐身上的即兴创作色彩，更

快地感悟古筝的生命力、流派风韵、乐音的灵动与其背后的民族文

化特征。 

（三）古筝演奏示范强化审美教育 

在对古筝的理论、构成及文化含义有了直观深刻的理解的同

时，要对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行强化，离不开古筝的演奏示范教学。

古筝演奏示范教学也是集中提高学生古筝审美素养的关键，通过演

奏示范教学，一方面可以巩固学生的古筝基础演奏技巧，为其后续

演奏练习打好基本功，另一方面能够给古筝审美教育提供助力。为

此，应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强调古筝示范教学的规范性。古筝

以弄弦见美感，出意境，而弹拨古筝则需要在指法运用及技巧化用

上得心应手，精益求精。在筝曲演奏的示范中，展现筝曲抑扬顿挫

的美感，让学生感受不同的技法在筝曲音色、力度、节奏表现中的

变化，培养学生的技巧运用的意识以及提高学生对筝曲的审美能

力。第二，侧重在演奏示范教学中传递仪态美及意境美。教师在古

筝演奏示范教学时，应先展示出古筝独具特色的高雅意味，然后以

筝曲中的文化内涵为出发点，强调仪态美及意境美的重要性及具体

展示手段。在演奏过程中应明确仪态要求，如手指手腕、手部肢体、

姿势动作等，保持端庄坐姿，在动作上幅度不应过大，注重柔和性，

身体紧跟情感做出反应[5]。 

（四）将审美教育成果外化到舞台表现 

古筝审美教育突出古筝艺术的美感，其核心目标就在于美的呈

现表达。因此，在高校古筝专业审美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对学生审

美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展现，以广泛、持续、深入的舞台表现为依托，

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古筝演奏中，增强学生的审美教育效果。一方

面要加强日常课堂中的古筝演奏训练，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理解推

陈出新，另一方面要围绕舞台表现，给学生提供充足的审美能力外

化空间和机会。例如，通过课堂实践、古筝演出、技巧比赛、创新

专场等，让学生在亲身的演奏中感受古筝的魅力，释放古筝审美情

趣。 

结语 

古筝专业审美渗透是古筝教育中的核心要义。古筝审美教育

时，注重古筝基础知识的教学，着重从文化熏陶、实操演奏、舞台

表现等方面强化学生的古筝演奏，点燃学生的审美兴趣，从而真正

为高校古筝艺术教育的繁荣夯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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