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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竹笛演奏风格与教学模式 
尤优 

（长江大学艺术学院  湖北荆州  434000） 

摘要：在我国传统民族器乐中，竹笛是主要吹奏乐器，其鲜明风格特点与极为广泛的流传度让大力发展和传承竹笛逐渐成为持

续性和长期性的目标。现阶段，高校竹笛教师应与时俱进的与多样教学模式相结合来充分把握竹笛这种传统器乐的演奏风格，大幅

提升竹笛的实用性，促进高校竹笛这门课程质量水平切实提升，推动我国竹笛艺术可持续长远发展。本文主要阐述竹笛演奏艺术价

值，分析竹笛演奏风格，探讨高校竹笛教学模式，以供相关人士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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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音乐文化当中，竹笛演奏艺术一直是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竹笛是一种常见民族乐器，不仅音色十分轻灵

动人，还具备强大艺术表现力。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竹笛教师应

积极有机结合新的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方式，以此来快速适应新时

期教育环境，促进竹笛课程教学效率和质量提升。现阶段，传统面

对面授课模式依然是主要教学手段，虽然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既能

够让学生演奏乐感得到良好改善，又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自

身演奏修养，也可以使高校竹笛教师及时有效动态调整教学方案，

将学生吹奏上存在的问题更好解决，但针对当前现状来讲，仍然存

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竹笛演奏艺术价值 

竹笛这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族乐器发明和起源于我国古

代，属于一种吹奏类型的乐器，由于竹笛演奏艺术有着十分悠久的

历史和丰富时代意蕴，所以其不仅可以充分体现出鲜明时代性和民

族性，还可以将我国优秀传统音乐艺术具备的特殊魅力充分展现出

来。在合理使用竹笛进行演奏过程中，既需要对连音和吐音等不同

表演技巧加以选择性使用，又需要对自身姿势以及手指进行灵活控

制，以此不断强化演奏活动持久力和稳定性。我国广大人民群众高

度欢迎、认可和青睐高层次的竹笛演奏艺术，能够综合体现出音乐

艺术美。新时代的到来，促使我国文化界和艺术界掀起一股关于竹

笛演奏的艺术浪潮，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得到迅猛发展，越来越

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开始全面优化和不断改进竹笛演奏模式，主动

吸纳和充分借鉴国内外各种类型音乐艺术表演中的优质经验。积极

推出多首主题意义深刻、情感细腻丰富的竹笛独奏曲或者竹笛协奏

曲，以此充分满足新时期社会群众自身实际艺术审美需求。广大表

演艺术家在充分使用竹笛这种器乐演奏乐曲实际过程中，需要将竹

笛演奏艺术本身的内容美重点突显出来，挣脱审美标准以及世界观

对于音乐演奏艺术的束缚，在戏剧表演当中肩负起伴奏与协奏任务，

这样才可以演奏出稳重而又雍容的正调和动人婉转的慢板，再配合

昆曲和豫剧较为独特的唱腔，在真正开始演奏时，情绪必须要时刻

保持在 佳状态，在演奏曲目中代入自身情绪，以不同情感色彩与

音乐情境为根据，对整体演奏风格进行灵活动态调整。除此之外，

演奏者还应当对古典艺术曲目当中蕴含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挖掘，

在具体实践中与音乐曲目作者自身思想认识和创作背景相结合，对

曲目主题进行重新诠释，在实际演奏过程当中不断调节个人情绪，

用一种较为平稳的心态来充分诠释音乐[1]。 

二、竹笛演奏风格 

演奏风格是高校竹笛教学中的主要教学内容，充分把握和深刻

理解演奏风格是将不同风格音乐作品吹好的重要关键，在以往传统

教学中，划分风格主要以不同演奏技巧具体特点为根据进行定义，

一般直接划分为区域性、南派和北派演奏风格，由于地域环境不同，

所以形成的曲风特点也不尽相同。第一，南派风格。柔和音色、典

雅和古朴等是南派演奏主要特点，高度重视追求手指演奏技巧和气

息细致控制之间的良好配合，同时，在气息运用上更加注重强调气

沉丹田，气息也会愈发通透圆润，紧密联系乐曲曲调特点，在乐曲

中穿插吹奏技巧和循环换气，以此将南派乐曲当中秀丽、古朴和典

雅等江南地区地域特点充分表现出来。第二，北派风格。高亢和明

亮的音色是北派主要演奏曲调，手指运用的颤、历、和滑等不同技

巧是主要演奏技巧，花舌和吐是舌上运用的技巧，在北派竹笛曲目

风格当中，经常使用上述技巧，梆子腔曲调的特点十分鲜明，能够

将北方地区地理人文环境充分表现出来，在使用笛子调制上一般以

F、E、小 G 和小 A 为主，可以明显区分开各种传统乐曲风格，吹奏

梆笛可以将历音、花舌和吐音等技法更好融合，让其更具表现张力。

例如，《挂红灯》和《五梆子》等音乐作品皆可以将北派演奏技巧鲜

明特点突显出来，情绪十分高涨，乐曲格外明亮。第三，区域性风

格。这种丰富具有特别高的辨识度，与地方音乐素材和在实际演奏

中演奏家运用的独特演奏技法存在密切联系，在演奏与创作上有着

独树一帜的风格。例如，在《兰花花叙事曲》和《秦川抒怀》等曲

目当中的揉音技法，这是北派和南派技法所没有的，因此，形成一

种全新演奏风格。 近几年，竹笛艺术蒸蒸日上发展，在新的音乐

作品中，南派和北派所应用的音乐技法开始融合，两种派系技巧相

互补充，不仅能够让竹笛表现力得到极大丰富，还可以让竹笛演奏

形式进一步拓宽，更可以促进新时代作曲家呕心沥血创作优秀现代

竹笛作品的未知可能性大幅提升，对推动竹笛艺术朝向国际化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以竹笛艺术发展作为切入点来看，从创作到演奏竹

笛作品的表演形式再到加强与世界水平层次交响乐友好合作，促使

竹笛艺术愈发国际化，可以演奏风格截然不同的音乐作品，演奏难

度系数也随之日渐加深。在新时代，竹笛艺术发展十分突出，使得

社会对高质量、高技能和高素养演奏专业人才明确提出较高标准和

要求，因此，高校应以创新和科学化等诸多方面作为切入点不断发

展和优化完善竹笛教学模式，受到新的教学方式和其他方面因素直

接影响，竹笛教学方式愈发多样化，尤其是混合教学模式的应时而

生，但不管大力发展和充分应用哪种教学模式，皆是为妥善解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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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和促进学生自身专业演奏水平显著提升[2]。 

三、竹笛教学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 

第一，教师综合能力亟待加强。高校竹笛教师需要形成并树立

起正确而又积极的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教学综合能力以及业

务能力，改变学生学习观念，充分借助先进互联网平台，合理借鉴

和融合吸收优秀教学手段和方法，与时俱进更新教学理念，牢固掌

握并深刻理解教学实践要点，以此推动竹笛教学模式长远发展，促

进竹笛教学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另外，积极踊跃参与著名教育家

和知名竹笛演奏家共同举办的交流研讨活动，并从中积极寻找和归

纳总结创新竹笛教学模式良好方法。也可通过开展问卷调查，以学

生学习现状为依据，精心制定出具有一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对不

同教学模式进行合理应用，大幅提高教学效率。第二，竹笛教材选

择。高校竹笛教师应加强训练学生竹笛技法，从整体上合理调整竹

笛教材内容，以不同风格乐曲和基础训练为依据进行科学划分，自

主选择相对应教材，并根据教学实际需要，选择 为合适的教材，

以此来妥善解决学生实际演奏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促进学生演奏能

力提升。第三，竹笛演奏形式。在传统“师徒制”竹笛教学模式中，

独奏训练是竹笛演奏主要训练形式，而灵活运用相对应技法和竹笛

曲目演奏风格是主要教授内容，促使竹笛独奏逐渐成为 主要的一

种演奏形式，教师并未高度重视同期出现的新型重奏形式。通过重

奏训练，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演奏技法提升，还能够提高学生合作意

识和音乐素养，合理解决存在的音色和音准差异性问题。现阶段，

高校竹笛教师应深入思考如何丰富竹笛教学训练模式与推动竹笛重

奏这种表演方式长远发展等问题[3]。 

四、高校竹笛教学模式 

关于 早出现竹笛教学的时间，大部分专家学者皆认为是蒋咏

荷先生撰写和编著的《笛子教材》，该书本的内容及曲谱不仅推动竹

笛教学可持续发展，还对教学的长远发展提供诸多宝贵经验与参考。

在 开始，竹笛传统教学并不十分理想，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由

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相对落后，没有良好可靠传播媒介，严重阻

碍优秀音乐作品与有效教学方法广泛传播和传播速度，对竹笛发展

进度产生直接影响。除此之外，竹笛传承和发扬也存在一定问题，

作为我国民族吹奏乐器的一种，竹笛大约有 7000 多年发展历史，从

我国出现第一本竹笛教材开始，其深受技术层面以及其他因素束缚，

导致当时传承竹笛艺术只能依靠优秀的竹笛艺术家前辈言传身教来

全面实现，但由于各位老艺术家都有自身独特的竹笛教学观点和方

再加上思想过于保守，所以致使并没有统一讲解竹笛教学和演奏等

方面内容的教材，使得竹笛教学发展逐渐放缓步伐。 

（一）传统竹笛教学方式 

师徒制模式是传统竹笛教学当中 为重要的一种教学模式，在

实际教学过程当中，竹笛教师主要通过口传心授方法开展和实施教

学，是现阶段竹笛教学中至关重要环节，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对

于传承竹笛艺术和培养专业演奏人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然而对于

新时期教学多样性来说，除全面继承口传心授优点以外，还要有机

融合和不断开拓新思路。绝大部分竹笛艺术家都需要以自己多年积

累的优秀丰富经验为依据开展教学，这对竹笛传承来说具有十分大

的价值。一直以来，师徒制是高校竹笛教学过程中应用的主要模式，

其具有一定规律，而且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师徒制可以较为

完整的传承和发展竹笛的不同演奏风格，其可以把不同年代优秀教

育家和演奏家的演奏要点、练习模式以及理解和运用乐曲风格技巧

的方法等完整传递给广大学生群体，学生通过勤加练习、充分掌握

和积极参与实践，能够不断完善自身演奏风格，推动竹笛艺术繁荣

发展。除此之外，为深入研究传统笛曲风格提供诸多宝贵经验。在

新时期高校竹笛教学当中，不可避免会演奏传统竹笛曲目，这属于

一种良好的传承继承关系[4]。 

（二）西方式竹笛教学方式 

竹笛是一种传统吹奏乐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在目前高校

竹笛教学中，不仅要教学传统风格元素，还受到西方音乐艺术深远

影响，因此，在实际竹笛教学中，演奏形式愈发多样化以及对演奏

技巧提出明确要求逐渐成为重要内容。演奏现代作品与训练演奏技

巧是教学模式中的重点，加大训练难度是主要训练方向，如演奏作

品日益西化、技巧难度逐渐加大和调性的合理转换。相比于传统教

学模式，更加重视牢固掌握调性转换和充分运用有难度的技巧，其

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西方器乐教学模式，注重强调追求音乐曲调本

身的平直性与乐曲技巧性，站在教学角度来看，能够大幅提升学生

基本功训练与演奏技术，但同时也存在无法弥补的缺点，十分不利

于继承和创作传统音乐曲调，影响学生充分掌握和演奏各民族不尽

相同的音乐风格，无法推动民族音乐进一步发展。鉴于此可知，这

种教学模式能够直接影响到学生。注重追求音乐作品技巧难度，不

能充分认识到民族音乐作品特点风格，使得学生演奏传统笛曲风格

严重缺乏灵动性和韵味，难以掌握传统音乐作品当中的演奏重点。

从教学环境来看，年代不同，教学环境大不相同，新时期的教学环

境明显更加完善和全面，教学配套设备设施不仅多样，而且十分便

捷，有机结合线上教学与多样性的竹笛教学，不仅能够为学生学习

提供诸多选择，还可以有效补充理论基础。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效率

提升[5]。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竹笛教学必须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改革

和积极创新竹笛教学方式，将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促进学生演奏能

力提升作为主要教学目标。为与新时期教育环境相适应，高校竹笛

教师应与多元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大力发展教学模式，不仅对促进

竹笛教学质量提升、培养专业竹笛演奏人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还对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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