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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阮教学的探究 
张哲 

（湛江科技学院  524088） 

摘要：阮是中国的一种民族弹拨乐器，在古代时期，阮一直被称作为“秦琵琶”，后因西晋的“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善弹此琴，

便改名为“阮咸”，而后又简称为“阮”。阮承载着传统艺术文化的内涵，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现今，在重视传统艺术发展的背景之下，后备力量与人才培养始终贯穿着国家大计，教育在不同阶段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高校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校作为中阮教学的有效载体，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需要加强中阮教育改

革和创新力度，提高对教师的教学水平，力求开辟中阮教学、创新和发展的新道路，培养更多的中阮优秀人才，为中阮艺术的发展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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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阮属于中国乐器中比较冷门的乐器，近几年为了弘扬民族文

化，传承民族精神，从各大音乐学院到各类综合性大学都引进了优

秀的中阮专业教师，相继开始了中阮专业的教学及发展。在学习中

阮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难点，不同的学生

也会遇到不一样的瓶颈。其大部分原因归根于练琴方法的不正确或

不规范，以及基本功训练不扎实，功底薄弱。所以在启蒙教学中，

规范、扎实的基本功教学成为了首要条件，同时，良好的启蒙基础

为以后的学习和上升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习和练习基本功的

过程是极容易感到枯燥的，在这个过程中，容易打消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逐渐丧失学习的动力和目标，降低练琴的效率。那么在学习

和练习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提高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以

及提升学生练琴的效率，成为了启蒙基础教学的重中之重。在后期

的学习中，通过不同程度的练习曲和乐曲持续巩固学生的基本功外，

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加强对不同风格乐曲的审美训练和舞台表现力，

加深学生对乐器和乐曲的认识和理解。 

一、 基本功的规范问题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探讨在基本功学习过程中，如何

规范的练习。 

（一）正确的姿势是养成良好习惯的开端 

正确的演奏姿势，能够加速基础训练进程，促进演奏时各生理

部位的协调动作，从而 大程度地发挥乐器的物理性能，使其在音

量、音质、音色等方面趋向完美。①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一张适合自己身高的凳子，个子矮的学生

选择低一点的凳子，个子高的可以选择高一点的凳子，但无论高低，

都要选择没有扶手的凳子，以两腿能够放平，两脚能够着地为标准。

坐凳子时，只可坐凳子平面的三分之一，且不可倚靠在椅背上，身

体稍稍向前倾，两腿与双肩同宽，双膝之间要微微打开，使我们的

琴可以平稳的放在两腿之间，双脚无需并拢，保持一些距离，使左

脚在前，右脚在后，这样两脚与臀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三点

支撑。持琴时，中阮底部缚弦处要紧贴于右大腿根部，琴头向左前

方倾斜，琴框的左侧靠住左腿，全身都保持放松且自然的状态，不

可紧绷。这里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不可驼背弹琴，也

不可将头越过中阮琴身，许多学生为了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左右手

的弹琴姿势和状态，会导致头越过琴身，低头和歪头等不良习惯的

情况严重，这样既影响正确的演奏姿势，也会影响到后期的演奏台

风和舞台上的审美性。第二，琴头倾斜的角度不可以过直，也不可

以过于倾斜，应以眼睛的余光能够看到琴轴的位置为标准。第三，

两肩不可以刻意的向上耸起，以自然放平为 佳，避免左肩高，右

肩低。当然，在实际的演奏中，演奏姿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演奏

时常常要根据乐曲的音乐走向和音乐需求去投入自己的情感，以及

要随时根据音乐需要去调整演奏状态，使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具有

积极性和爆发性，从而使得肢体语言千变万化，无论是从听觉上还

是视觉上都达到能够诠释乐曲的 终目的和效果。因此，正确的学

习和运用规范的演奏姿势是弹奏好中阮的前提。 

其次，右手持拨片方法的正确与否也直接影响到演奏者演奏的

音色问题。正确的持拨方式即，伸出右手食指，使其放松至自然弯

曲，把拨片看作一个等腰三角形，将拨片等腰三角形的任意一个“高”

放置在食指的小关节弯曲处，用大拇指第一关节压住拨片二分之一

处。这里要注意的几点是，第一，食指小关节不可向内弯曲的太近，

也不可以过于放松向外太远，弯曲的太近，会使得整个右手处于一

种紧张的状态，放松的太远，弹琴时会刮伤食指。第二，大拇指也

应尽量放松，不可使用蛮力去按压拨片，以能够夹住拨片不会使其

滑落的力量即可，大指放置的位置不可超过食指小关节，也不可只

放置食指小关节位置的一半，大指指尖应与食指小关节位置恰好吻

合为 佳。持拨后，不论是从正面看还是从反面看，大拇指和食指

指尖都不能露出拨片。第三，持拨时，大指的大、小关节都不可过

分下凹，也不可过分凸起，整个手心与虎口都要呈放松的半圆形。 

（二）右手演奏技法的运用 

右手的基本技巧有：弹、挑、扫、拂、轮奏等。其中弹挑是右

手所有演奏技法的基石，右手持拨向下拨弦为“弹”，持拨向上为

“挑”。中指、无名指、小指自然弯曲并拢，无名指指腹作为支点轻

浮与面板，可以有效地防止手腕过分的扭动。手腕弯曲至 135 度角

呈拱形状态，以手腕带动小臂上下均 摆动。在弹奏一弦时，拨片

角度必须要与一弦近乎平行，运用垂直的角度和力量去弹奏一弦，

而弹奏二、三、四弦时，无名指无需作支点再轻浮与面板，中指、

无名指、小指仍然保持自然弯曲并拢即可，此时，拨片角度略向左

倾斜，且手腕保持 45 度角自然运动。弹二弦时，一弦作为支点，拨

片停靠在一弦上，弹三弦时，二弦作为支点，拨片停靠在二线上，

四弦同理。这样才能保证演奏出来的各弦音色为 佳。但要注意的

是弹与挑的手腕摆动大小一致，拨片触弦深浅一致，触弦深度约占

整个拨片的六分之一，即拨片尖端 3mm，避免弹重挑轻，或弹长挑

短导致弹挑节奏不稳，同时也要注意弹挑的音色与力度必须一致。 

扫、拂是在弹挑的基础之上，右手由右向左或由左向右快速地

弹响三根或以上多根琴弦，并同时将三根或以上多根琴弦合为一音，

这就要求大臂、小臂和手腕协同用力，迅速过弦。以手腕带动小臂

和大臂大力，但实际上，手臂并不主动发力，仍然运用手腕摆动的

力去弹奏。扫、拂技巧可以两者结合使用，也可以独立使用，该技

法多运用在和弦的快速演奏中，多用于高亢激动的乐曲之中。扫、

拂的动作要求是弹、挑动作幅度要求的多倍放大。演奏扫、拂和演

奏弹、挑的要求是一致的。扫、拂两种技法对音色质感和音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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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很高，既要做到不温不燥，又要讲究颗粒弹性。初学者往往

会出现三根弦或四根弦的扫拂力度不均 ，如三、四弦的力度大于

一、二弦，又或者扫弦的音量大于拂弦的音量。扫、拂与弹、挑一

样也要注重拨片触弦的角度、深浅和运动轨迹，以能够弹奏出圆润、

饱满和统一的音色、力度为准。 

轮奏是指连续的快速弹挑，与弹挑动作相似，但手腕动作幅度

有所变化，轮点越密，手腕摆动幅度应越小。通过轮奏可以将点状

的弹挑快速串联成一条线，使得中阮这件点状的弹拨乐器也能够演

奏出富有歌唱性的优美而又抒情的旋律。演奏要求轮点密而集中且

均 ，上下力度均 ，颗粒感和流动性要强。轮奏通常与气息运用

相结合去演奏，演奏时，要将乐句中的整体旋律线条和气息相结合，

才能保持旋律线条的稳定性和正确的表达该乐句的情感。 

（三）左右手配合是演奏好乐曲的关键 

想要正确而规范的演奏好中阮这门乐器，左右手相互之间的配

合是非常关键的。如若两只手配合的不平衡，例如在快速弹挑时，

左手的换音速度跟不上右手弹挑的速度，或是在快速换弦时，右手

换弦的速度跟不上左手按音的速度，就会出现卡音、断音、吃音等

各种弹琴音色不干净的问题。再例如，演奏轮奏时，右手轮奏技巧

受到左手按音、换音的影响，则会出现轮点时而密时而疏、力度忽

强忽弱的现象，从而破坏了整个乐句完整的旋律线条。所以，在教

授初学者或改正有基础同学的基本功时，就要强调左右手配合的重

要性，并根据不同学生的基本功情况进行因材施教。在学习或改正

左右手配合的技巧时，应单独反复练习某个音或某乐曲中一小节的

左右手配合问题，做到右手弹的同时左手按音，不可先按再弹，也

不可先弹后按，着重练习那只不能做到同步的手， 终使演奏能够

达到平衡，灵活的运用到演奏作品当中。 

二、基本功训练的效率问题 
任何乐器的学习和演奏都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基本功的

练习是每一位音乐学者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基本功训练的过程中，

学生经常会遇到种种问题，例如，练习基本功时没有用心的去解决

基本功中需要练习或改正的问题，而是在练基本功的同时又三心二

意做着或想着其他的事情，导致练琴没有效率，出不了成效。又加

上基本功训练常常是枯燥的、单一的，常容易造成学生内心打退堂

鼓，丧失继续学下去的信心和兴趣。由此，本文将从几个方面着手，

探讨一下基本功学习和训练的过程中，如何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以

及如何提高练琴的效率，进行高效的练琴方式。 

（一）充分发挥练琴的主观能动性 

对于大部分器乐初学者的学琴过程来说，练琴常常不是主动的，

往往是在老师或家长的督促下被迫的练琴。练琴的主观能动性是直

接影响掌握专业技能和学琴进度的重要因素。提升练琴的主观能动

性能够在练琴过程中，了解自身练习所出现的问题，并根据问题解

决问题，有目的、有效率的进行自主和积极的练琴，从而提升自觉

的学习态度、练习的能力和高效的练琴方法。同时，从心理学角度

来说，学生一旦有了学习和练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后，也能够提升

练琴的兴趣、动机和目标，掌握乐曲的情感表达，以及持之以恒的

意志力。 

充分发挥练琴的主动性能够使整个学习和练琴的过程形成一个

良性的循环。学琴者在初学时，一般来说都是对乐器很感兴趣的，

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够快速地演奏出好听、优美的乐曲，在给老师回

课的时候，希望自己演奏出来的乐曲能够被老师所认可。如被老师

所认可，则对所学的乐器和乐曲更加喜爱，在继续练习的过程中，

也能够体会到练琴的愉悦感和成就感，同时，也会自发地去提问和

思考，在练琴的过程中，能够有明确的练习目标，并通过努力练习

向预期的目标靠拢，也会根据自身练习情况去指定练琴的计划和时

间，能够进行自我分析，找到练琴时所犯的错误，并立即解决问题。

从而更加的推动了练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对自己的练琴能力建

立起了自信心，加固了学琴者对练习的坚持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练琴的有效性与高效性 

首先，有效地练琴需要用心独立思考，同时也需要眼、手、耳

同步协调训练。演奏者通过视谱，内心会产生预想的演奏手型、表

演状态和音响效果，并通过用心思考将这些预想的各个方面在手上

呈现出来，而眼睛会对手上呈现出来的演奏手型和表演状态做出视

觉的检验，耳朵也会对呈现出来的音响效果做出听觉的检验，这样

才能达到高效练琴的效果和目的。因此，有效练 琴是高效练琴的前

提，有效而高效的练琴不仅能够提高演奏者个人的演奏和表演能力，

更能体现和加强演奏者的听觉、技术演奏和审美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其次，慢练是有效且高效练琴的系统的、科学的过程。在练琴

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快板或快速跳把中音弹不清楚或跳把不精准，

有吃音、漏音、左右手配合不好或手臂手腕不放松的状况发生，出

现这些状况的原因在于练琴方式和方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解决这

些问题的 合理、 实用的方式就是放慢练习。在接触、预习每一

部新的作品时，不论是练习曲还是乐曲，都需要由慢开始练习，在

慢练的过程中，结合大脑、眼、耳、手共同配合练习，将演奏的姿

势、放松程度、音色虚实、力度差异和演奏技法进行细化。随着放

慢练习的过程中，指法能够转换清楚，左右手配合能够协调，逐渐

形成了正确的手指记忆和肌肉记忆后，即可配合节拍器进行加速和

反复练习。 

后，合理的分句、分段练习是高效练琴的必要途径。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每位演奏者都应做到在练习过程中，有乐句的划分和

乐段的分解练习，采取此练琴方式不仅能提高对乐曲的理解程度，

增强对作品的情感表现，还能保证乐曲的完整性，长久的分句、分

段练习能够保证乐曲的零错音和流畅性。但大多演奏者在弹奏练习

曲或乐曲时，不会合理、有效的进行分句、分段的分解练习，也不

顾及自己演奏时的姿势、放松程度、音色虚实、力度差异和演奏技

法等实际演奏能力，而是一味地从头到尾进行反复的无效练习。这

样的练习方法遗患无穷，许多错误的演奏姿势、演奏手型都会由此

产生，同时，会将本是枯燥的练琴过程变得更为乏味，降低对乐曲

的理解、情感表达和音乐处理，长此以往，形成不良的演奏习惯且

更加难以改正。 

结语 
笔者认为，在学习中阮的过程中，基本功的训练是重中之重，

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将基本功以正确的方式打扎实，运用有效且

高效的练琴方式，将所有的学习过程都放慢且细致化，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有目标、有要求的去提升练习的高度，才可以演奏出完整

且自如的音乐作品。 

同时，高校教师需要加强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与音乐创作和审

美等综合方面的技能发展，要求严格把握学生各项专业的教学规划，

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对待不同学生应采取因

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对传统的中阮教学模式进一步进行发展和改革，

培育出更多优秀的中阮艺术人才，推动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发展和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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