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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竖笛进课堂促进学生音乐素质全面提高的策略 
翟建丽  李文军 

（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海新湖希望小学 130000） 

 

音乐是一门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尤其是器乐的演奏，《音乐课
程标准》明确指出：“乐器进课堂对于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表达和创造能力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乐器演奏能调动学生
的学习热情，培养全面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时还可以改变旧的音乐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和动手动脑能力，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那么，如何利用竖笛教学促进学生音乐素质的全面提高,
实施高效音乐课堂呢？本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激发学习竖笛的兴趣，调动学习主动性。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枯

燥无味的技能训练，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竖笛的好奇心，在教学中，
我们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兴趣。 

要培养学生学习竖笛的兴趣，首先就应该让他们由衷地喜欢上
竖笛。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第一次看到、听到和接触到竖笛，对竖
笛的构造、声音等相关信息都会充满着无限的好奇。这时，我们可
以抓住时机适时进行启发教育，如问：它的形状像什么？有些什么
特征？可以拆成几个部分？你会给他们取个名称吗？它的音色有
什么特点……等等。学生先通过自己观察来发现乐器的构造、各部
分名称等相关信息，然后，教师再通过多种方法介绍竖笛的构造、
名称、音色等知识，无形中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此外，要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欣赏用竖笛演奏的音乐，在欣赏中
感受到竖笛的美妙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让他们一开始就对竖笛教
学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为下一步学习打下
基础。 

二、了解竖笛基本知识，掌握科学的吹奏方法  
(一)培养正确的吹奏姿势  
正确的演奏姿势是竖笛学习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演奏者的形

象和演奏的质量，在教学中，我时常用“抬头挺胸脚放平，两臂抬
起眼望前”来规范学生的演奏姿势，以此纠正学生低头、坐立不直、
踮脚和跷起二郎腿演奏的坏习惯。 

(二)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和指法 
在呼吸方法和指法方面，我要求学生“左上右下，孔按严，轻

轻吹”，即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用指肚把笛孔按严，用自然呼吸
的力气吹奏。竖笛是吹奏乐器，它在气息运用上和歌唱是相通的，
如进行呼吸、吹气的训练，就是让学生深吸一口气保持几秒钟，做
吹纸练习，把纸条吹到一个角度，训练气息的控制能力，达到平缓、
均匀的要求，吸气浅和吹奏时用气过量、挤冲等不良习惯都会影响
演奏的效果。学生初学时，往往不会控制气息，从而影响了口风的
运用，常出现低音吹“冒”，中音吹“燥”，高音吹“啸”的情况，
在教学中我们通过比较口风的强弱，以及不同程度的口风在不同音
区运用所发出的声音，使学生懂得吹低音时应该把嘴唇放松，才能
吹出饱满的低音，吹中音时的口风要较低音区稍强一些，才能吹出
圆润、华丽的声音，吹高音时，口风要急一些，嘴唇微微用力，让
气流细细地吹出，这样吹出的高音才明亮悦耳。  

在学习中，常常发现有的学生手指紧张，按孔不严，影响吹奏
效果，为此，我在课堂上反复讲解、示范，提醒学生按孔时不要紧
张，用指肚去按孔时要找到按严孔和没按严孔的感觉，做到心中有
数。常用的方法是把指肚按在孔上，然后拿起来，看一看笛孔是否
在指肚的正中间，并采取“一帮一”的方法，让学生做小老师互相
检查、督促，逐渐养成良好的手指动作和按孔感觉。 

舌头运用是竖笛学习的重要部分。 
舌头好像一个活塞，可以起阻碍气流的作用，舌头堵住吹口就

发生断音现象，舌头离开吹口，声音就继续发出，我们吹奏一般乐
曲时，常用断音和连音两种方法。断音问题就用“吐音”来解决，
“吐音”的发音方法，即在吹之前将舌头顶住上牙齿和肉牙的地方，

在吹气时舌尖一接触吹口马上向里缩回，使气流吹出，达到断音效
▼果。在乐曲中用“ ”、“T”、“K”符号来表明，“T”与“吐”、“突”

同音，“K”与“库”、“哭”同音，吐音是吹奏竖笛一个很重要的技
术，相当于语文课中的汉语拼音，基础扎实了，才能够使教学达到
最佳的效果，我要求学生发音要做到结实、清楚、有弹性，必须经
过反复的练习，才会让每个音听起来都干净利索。 

(四)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丰富艺术表现力。 
从学生学习竖笛的认知规律来看，在音阶 1234567 中学生最容

易掌握的各音顺序是 7654321。在教学生开始学习竖笛时，可以先
学习 567i 四个音，先从“7”音入手，这适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再
向后依次为“6”“5”。在学会了这三个音的指法后，为了避免单调
枯燥的指法练习，可为学生适当安排小乐曲的练习《小宝宝要睡
觉》，使学生感觉到竖笛并不是很难的，用简单的三个音就可以吹
奏小乐曲了，这样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可提高了学生学习竖笛的兴
趣。 

三、利用竖笛教学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一)通过竖笛教学培养学生的识谱能力 
将竖笛教学引入课堂是识谱教学的最佳实践活动。学习竖笛演

奏的过程同时也是识谱的过程，在教学时，可以先用竖笛吹奏歌曲，
然后再试唱歌谱，这样，学生很快就能把一首新歌的歌谱学会，在
反复练习的过程中，学生很快把主题记住了，从而提高了识谱教学
的能力及乐曲欣赏能力，再如:在学习第四册歌曲《音乐是好朋友》
这首歌时学生刚刚学习认谱,每个音还不是很熟悉,如果一味的重复
认唱,一定很枯燥而且音也唱不准,这时就可以用竖笛来辅助,让学生
一小节一小节试吹,先认出唱名,再用竖笛帮助找音高,然后再唱一遍
直至把音唱准,这样一认一吹一唱不一会儿就把音唱准且唱好了，达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通过竖笛教学培养学生的练耳能力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为使学生获得敏锐的听觉能力，我每节课

对学生坚持不懈的进行练耳训练，例如，我用钢琴弹奏二至四小节
的旋律，让学生用竖笛模仿吹奏，当学生有一定的基础后，我再弹
奏旋律，请学生在直接听唱出来，效果较好。 

(三)通过竖笛教学培养学生的表现能力 
上课时可以让吹得较好的学生范奏，其他同学加入一些打击乐

器为竖笛演奏，体现学生竖笛的独奏才能。比如：在我校第二届艺
术节文艺活动中，我让学生排练了《牧羊曲》、《天空之城》三个合
奏表演曲子，给艺术节带来了一次竖笛音乐会，为学生提供了展示
艺术才能的舞台，使学生得到了表演能力的锻炼，吹奏水平也得到
了明显提高。 

(四)利用竖笛教学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  
音乐表演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良好的表演合作

意识能够促使技能技巧向艺术美的方向升华，进而诱发整体音乐审
美情感的生动表现。如在学唱了歌曲《小红帽》后，学生们都非常
喜欢这首歌，并有强烈的表演欲望，于是我让他们分组进行合作创
编，每一小组的同学分工协作，如擅长竖笛吹奏的学生担任演奏任
务；喜爱跳舞的学生负责伴舞；节奏感好的学生担任指挥；音准不
佳的学生敲击打击乐器等，通过小组间的分工协作，每个学生都积
极参与，通力合作，并从中获得愉悦感、成就感、满足感。 

竖笛教学是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和发
展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培养学生
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学生在生动、活泼、有趣的音乐实践活动中体
验音乐的美，作为音乐教师的我们还要不断提高竖笛教学水平，探
索更多的竖笛教学演奏方法，打造高效的音乐课堂，为学生终身学
习音乐、喜爱音乐打下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