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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苏南小学生大堂鼓教学指南 
顾峰  陈正平 

（曼谷吞武里大学） 

摘要：中国民族打击乐虽有千年的发展与历程，但其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缓慢。包括大堂鼓在内的民族打击乐教材，不仅数量

稀少更是缺乏有效的教学指导。研究者通过对苏南地区 3所优秀的大堂鼓教学特殊小学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并结合国内外对打击

乐教学指南的相关研究文献，开发出“苏南小学生大堂鼓教学指南”的初步研究结果。这项研究对提升小学音乐教师的方法和技能、

发展小学器乐校本课程，促进中西打击乐器快速融合、加快民族乐器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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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though Chinese national percussion music has a thous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history，its development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has been slow. National percussion teaching materials，including DaTangGu，are not only 

scarce in number，but also lack effective teaching guidance.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with three 

excellent DaTangGu teaching special primary schools in southern Jiangsu，and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percussion teaching guidelines in China and abroad，the researchers developed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results of " DaTangGu teaching guideline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southern Jiangsu". This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methods and skills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ers，developing the primary school 

instrumental music curriculum，promoting the rapi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ercussion instruments，and 

accelerating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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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上世纪 60 年代始，中国民族打击乐开始走向专业化，陆续有

大学教授开始编写教材。但是，这些教材内容大部分都是以作品为

主，主要针对专业学生，缺少教学理论及实践方法指导，更难以在

小学中推广。如何合理优化、整合这些教材？如何科学、合理、高

效的使用这些教材？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优秀的民族打击乐校

本课程？就需要找对方法，精选教学内容，用灵活、高效不同于常

规的手段完成教学。本研究的目的，旨在尽快开发针对小学音乐教

师的民族打击乐校本课程的教学指南。 

一、大堂鼓介绍 

大堂鼓——它是中国民族打击乐器的一种，属膜鸣乐器，鼓体

由木头制成圆形，上下用牛皮覆盖，打上鼓钉，并用支架支撑。一

般包括 16-50 英寸或更大的鼓，在这项研究中的大堂鼓，特别指尺

寸在 16-22 英寸之间的鼓，它通常用于管弦乐伴奏，也可独奏和合

奏。 

二、小学大堂鼓的教学现状及原因分析 

1.缺乏教材及教学指南 

虽然有着几千年的发展与历程，但民族打击乐作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在 60 年代也仅有中央音乐学院一家。民族打击乐教学主要在

民间和戏曲学校，通常都是口传心授，发展缓慢。包括大堂鼓在内

的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教学体系，更是缺少

优秀的教材和教学指南。目前中国在民族打击乐的教材上总共只有

5-6 本，创作曲目 50 首左右，远远不足（王以东，2008）。且主要

针对专业学生，缺少教学理论及实践方法指导，更难以在小学的校

本课程中推广，而关于此类教材的使用指导用书，几乎没有。 

3.缺乏专业、科学的技术训练方法 

一些小学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了大堂鼓乐队进行教学和排练。

由于缺乏专业教师，有的不得不从民间戏曲社聘请板鼓老师来校指

导和培训音乐教师，没有统一的教材，完全基于经验。教师勉强现

学现卖进行教学，进度缓慢效果堪忧。而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师资

力量更是鱼龙混杂，缺乏专业的资质。他们错误的认为，大堂鼓技

术简单，只是击打节奏而已，丝毫不懂动作、耐力、速度、技巧、

音色控制的科学训练方法。 

3.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及高效 

一方面，大学教授及专业乐团专家创作的教材，并不以少儿为

教学对象。另一方面，当前国情下各学校在兼顾文化学科的前提下

留给艺术校本课程的教学时间有限，一般都是 1-3 节课每周，一个

学年为一个周期。如何用极少的课时，在 1-2 年内迅速提高乐团的

知识与技术，是很多音乐老师面临的困境。 

三、研究对策 

通过查阅国内外大量中小学器乐校本课程的相关研究，对比、

分析、收集信息。研究表明，优秀的中小学器乐乐团教学成绩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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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乐团策划、管理、课程设置、内容选择、教学活动、教学方法等

因素有关。一些非音乐的其他因素，如硬件设施、家长支持及政府

的经济政策支持以及学校领导对器乐教学的认识程度等也至关重

要。并因此创建访谈表，选择由南京艺术学院铃凯副教授（打击乐

博士导师）推荐的 3 所大堂鼓乐团特色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

讨论并总结出对“开发苏南小学生大堂鼓教学指南书”的建议。 

四、研究发现——《苏南小学生大堂鼓教学指南》初稿 

1.课程计划、组织架构及管理制度 

1）政府政策支持。 

2）学校的乐团开发和发展计划。包括训练、教学、教材、乐器、

资金、培训学习、发展、目标等方面。 

3）详细的课程计划。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效果评估。 

4）完善的组织架构。包含分层的演奏 A 团与练习 B 团、职位、

职能、竞争进阶。 

5）科学的管理制度。包括乐团简章、考勤、训练、奖励、惩罚、

考核等制度。 

2.课程实施目标、对象、时间、地点、器材等 

1）课程实施目标。包括总目标、学期目标、单元目标等。 

2）课程实施对象。包括年龄、性别、身高、音乐学习史等。 

3）课程实施时间。包括课程总的课时数、每学期周时数、每 1

课时的分钟数、基本功与作品的时间比例等。 

4）课程实施地点。包括教室的宽敞明亮程度、地板的防滑程度、

墙壁隔音程度等。 

5）乐器的挑选及泛音处理。优良乐器标准、适合苏南地区的大

堂鼓、适合小学生的尺寸、鼓耳处理等。 

3.课程实施内容及步骤方法 

1）专家精选的教材。包括考级教材、民间传统曲目、大师作品

等。 

2）基本功六步法。包括姿势、动作、力度、音色、节奏、速度

或耐力。 

3）作品练习六步法。包括示范感受及读谱、分模块或分子目标

练习、重点难点节奏剖析、变难点为基本功练习、各模块联奏、音

乐表现。 

4）教学内容包括音乐理论知识，基本功练习曲，作品分析、演

奏技术和表现能力等，另外还有乐器维护、比赛、表演注意事项等

相关知识。 

4.教学活动——教师篇 

1）每节课须有完整的教学设计。 

2）制定学生可以达成的阶段目标，培养学生坚持练习的习惯。 

3）培养兴趣，激发学习热情。渊博知识，童趣的语言，灵活的

方法，亲和力。 

4）知识与能力并重（核心素养）。 

5）除了聘请学校自己的教师外，还需要聘请校外专家教师，提

升孩子自信能力。 

6）邀请打击乐演奏家来举办大师班，提升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 

7）邀请儿童心理学专家讲座，提升老师的心理哲学理论指导教

学的能力。 

5.教学活动——学生篇 

1）选拔热爱音乐和有爵士鼓或者其他器乐学习经验的学生进乐

团练习。 

2）建立高低搭配 2 人互助小队。 

3）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管理能力。包括出勤、监督、练习等。 

4）作业练习细节的量化要求。包括时间、周期等。 

6.其他因素 

1）家长的支持与监督，跟老师及时的沟通。 

2）部分学生有必要的私人课程。 

3）舒适而专业的训练场地。 

4）合适的乐器设备。包括尺寸、音色、色彩。 

5）拥有全套乐器和硬件设施，并使其保持 新状态。 

6）学校分管领导的足够支持。包括资金、时间分配、教师、后

勤人员等。 

7）持续的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 

8）对比赛、表演的后勤保障。包括人员及设备的运输、化妆、

餐饮住宿、灯光音响、模拟走台、安全等。 

9）对乐团获奖学生及老师的适当奖励。 

共计 6 个方面共计 34 条指南信息（注意：此指南书仅针对非打

击乐专业的普通音乐教师） 

五、结论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国外的学生管弦乐团还是西洋打

击乐团，对我国发展小学特色乐团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制定优秀

的小学生大堂鼓器乐教学指南，应该包含乐团发展规划、管理制度、

专家推荐的课程及内容、高效灵活的教学活动。此外，诸多其他非

音乐因素也不可忽视。指南书的开发将会弥补中国民族打击乐器教

学研究的不足，填补民族打击乐教师教学指南的空白，提高教师教

学能力和效率，发展学生的音乐核心素养，推动中小学校园素质教

育的深化，促进西洋打击乐与中国民族打击乐的快速融合，进一步

推动民族打击乐器的发展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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