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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哲学理论在高校古筝教学中的运用 
——以亳州学院为例 

陈薄茹 

（亳州学院  236800） 

摘要：古筝作为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乐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其赏析并学习，在高校古筝教学中融入音乐哲学理论

的教学内容，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古筝这门乐器，帮助学生理解、感知并正确的赏析古筝音乐，在情与理中更好的学习演奏古

筝曲目，并能更好的进行实践，创作出更多更优质的古筝名曲。本文以亳州学院为例，对古筝教学中的音乐哲学理论运用进行阐述，

以期为未来音乐教育方面培养更多优质基础性音乐人才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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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是中华民族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传统乐器，又

名汉筝、秦筝、瑶筝等。古筝是一种弹拨乐器，在其悠久的历史发

展中，因其所弹奏的音乐娓娓动听，余音袅袅，空灵悦耳，被广泛

的流传至全国各地，并随着各地不同传统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各种

极具地方特色的流派。古筝的音色有着非常独特的艺术特点，加之

其音域较广，曲调悠扬，结合演奏者独特的情感、演奏手法，赋予

其灵魂，故被人们称为“东方之钢琴”。 

古筝作为一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在当前高等音乐教育

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前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音乐教育

已不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副科，音乐教育也已不再是简单的传唱经

典，学会演唱弹奏即可，从现有国家的下发文件中可以看出国家越

来越重视音乐教育，对音乐教育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当前音

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更多在音乐领域甚至是基础音乐教育方

面能够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是与此同时，音乐教育也将面临更多的

挑战和难题，目前音乐教育的主要教学仍集中聚焦在教学音乐本身

上，学生也只是为了学音乐而学音乐，这样的教学目标下的学生难

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满足未来对音乐教育人才的实际需求。因

此，我们认为，教师应对高等音乐教育这一课程价值进行重新审视

反思，基于课程价值进行价值重构，在高等音乐教育中添加音乐哲

学理论，突出音乐背后的内涵，将音乐哲学理论与音乐内容相结合，

注重培养音乐教育实际型人才。亳州学院位于安徽亳州，其音乐教

育专业为校级重点专业，本文以亳州学院的古筝教学为例，探讨音

乐哲学理论在古筝音乐教育中的运用，以期为古筝甚至音乐教育提

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情与理的教学 

情与理是哲学范畴里的一对概念，他们之间既是对立又是相互

依存统一的关系。这一哲学概念可以很好的与音乐教学相结合，融

入到音乐教学内容中。以古筝教学为例，情与理可以融入到古筝表

演的每一个阶段——从选好曲后的读谱、练习谱曲的过程中、以及

最后的舞台表演呈现。 

首先，选曲之后的读谱过程中，当我们拿到一个谱曲时，最先

应该了解并解读作品的背景，及作品背后的故事。如：古筝曲《将

军令》，该曲源于唐朝，流传多年，该曲主要表现的是古代打仗时

将军出征时的威严庄重、以及两军交战时的激烈紧张等的场景，全

曲时而紧张神秘，时而慷慨激昂，整曲气势磅礴，节奏松紧有度。

又如：《临安遗恨》这首曲子主要表现的是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被陷

害后，在赴刑场前的心路历程，整首曲子时而激昂，时而压抑，众

多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乐曲一般都分为很多段落，当我们拿到谱

曲时，首先要了解谱曲的背景和内涵，尽可能的感同身受，体会谱

曲本身想表现的情感，把握好谱曲每个部分的内容，之后，由情感

激发理智，运用理智使我们很好的平衡好每个段落的内容和衔接，

做到理智而克制的表达情感。 

其次，在练习谱曲的过程中也要做到情与理相结合统一。谱曲

的练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谱曲练习，其次是表演性的练习。

前者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练习，即熟悉谱曲，掌握谱曲每个部分的

弹奏手法和过程，有计划有步骤的练习，直到可以完整弹奏。这个

过程重点掌握技术技巧，并根据自己的学习过程有计划的布局、设

计练习。再者是表演性的练习，此部分和前者最大的区别是带有感

情色彩，重点在于感情，此部分的练习是帮助自己更好的进入规定

的情景，激发我们的感情色彩，使每一部分都在相应的情感背景下

完成演奏，最后再将部分衔接在一起，完成每个部分的情感转变，

其中最难的是将多个部分完美无暇的衔接，每个部分的情感转折处

理要不断的练习，融入情感，调动情感转变，使自己能够在最快的

过程进入下段情感，融入下一段的演奏情绪中。 

第三是最后的舞台表演呈现，舞台表演是一个二次创造的过

程。在表演的过程中如何把握“分寸”，把握好情与理的平衡，这

个过程也需要情与理的不断转换和融合。如《临安遗恨》中，时而

压抑，时而愤怒激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迅速的融入感情，进入

情境，又或者如何能在压抑与愤怒之间快速转换，这就需要我们把

握情与理的转换和互补，时而情占据上分，时而又需要用理控制情。

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表演，只有将练习过程中学到的技巧运用到舞

台上才是真正做到了情与理的平衡与转换。 

二、结合中西方音乐史的实践音乐教学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由美国在 20 世纪末兴起，它的代表人物是

戴维·埃里奥特，他认为音乐教学更应该注重实践，应以表演为中

心，在结合表演的过程中进行音乐的鉴赏、创作等等一系列活动。

该哲学认为音乐教学更应该注重学生的感受与体验，这一切都应以

学生的活动行为为基础，使学生在实践中感知音乐、体验音乐，此

过程中学生的重点在于聆听、感知和创造，而不是和声等乐理知识

的语言概念。该哲学提出了行动、实践的主导思维，主张学生的实

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和所学。此哲学从教师教育学的角度出

发，即为我们所说的“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具体方

法如下： 

（一）扩展课堂教学内容，教会学生欣赏方法 

音乐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例如：古筝的教学必须要使

学生亲自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技术，融入古筝这

个乐器的音乐中，理解古筝音乐。若在古筝实践性教学中将中西方

音乐史结合到音乐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及西方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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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音乐历史发展，了解中西方音乐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

各种音乐所代表的的文化背景、各个时期的音乐风格的转变，相关

音乐家及其音乐代表作，让学生对这些历史人物、音乐作品进行对

比比较，更好的获得音乐历史知识，使学生对音乐史实、音乐家及

其作品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使学生感受这些创作曲家创作作品的风

格，引领学生对这些作曲家的音乐作品有更好的理解，得到启发。

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感受、欣赏不同时期的音乐，增加对音

乐的理解，进而促进学生的实践及对音乐的创造，同时学习中西方

音乐史可以丰富学生的音乐背景，为学生的创作实践带来良好的素

材。音乐欣赏环节的教学老师要从音乐本体和音乐史实两个方面进

行开展。音乐本体是指基于音乐本文相关因素的欣赏，具体包含了

音乐的旋律、节奏、乐器、曲式、调式调性等进行。对于音乐史方

面的欣赏应该基于音乐作品所处时代的整体风格、音乐作曲家个人

经历等方面进行欣赏。使学生掌握音乐欣赏的方法，注重通过音乐

音色的细微变化营造音乐作品的意境，教学学生欣赏方法，使学生

通过感受、聆听、欣赏以及演唱等方面体会音乐作品的意境。 

（二）转变课堂教学中心，培养学生分析能力 

传统的音乐教学课堂中，学生缺少主动意识，缺少独立分析、

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在增加中西方音乐史的教学时，教师

要转变自己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降低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

主体地位，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更多的参与，而不只是讲授音

乐史的理论知识，应更多的采取视频播放、古筝演奏等使学生切身

实地的感受不同的古筝音乐，并引导学生学会欣赏不同的古筝音

乐，在聆听的过程中激发其创作的思维。老师可以从两方面为学生

划定选材范围，让学生根据某一作品为例归纳音乐欣赏的方法，同

时结合个人的演奏经验，完成音乐作品的研究。例如在欣赏古筝作

品《梁祝》的时候，老师就可以引导学生从音乐的旋律、表现形式、

和声的转换等内容上进行研究，同时根据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

不同，以及学生对音乐作品、作曲家的分析，促使学生将个人的欣

赏经验转化为理性的认识，提高学生对古筝音乐的理解。 

（三）丰富课堂教学形式，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音乐实践教育哲学理论提出：培育学生良好音乐素养就必须让

学生加入到他么想学习的实践中来，并成为学习一员。由此可见教

学情况的真实性对于学生深入学习有这一定的影响。实践一词强调

音乐应该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实际音乐创作和音乐聆听有关，以此

来证明音乐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老师应该加大实践

教学，通过开展音乐会、带领学生到音乐会现场进行聆听学习等。

使学生有机会在音乐现场感受音乐作品的魅力，为学生更好地理解

音乐作品，把握音乐作品风格特色奠定基础。在开展音乐活动实践

时，老师要多引导学生走上讲台，锻炼口才，培养教态，增长经验

等。通过老师还要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开展全方位的评价，使学生

能够根更好的理解所学内容，反思自己的学习，获得一定的学习经

验。 

音乐哲学理论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习音乐、感受、赏析古筝音

乐，还可以帮助教师转变思维，改变对古筝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

学会于情与理中平衡古筝音乐的演奏，实践性的感受古筝音乐，激

发其创作的灵感，为培养古筝基础性音乐教育人才奠定良好的基

础。 

三、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成果指导着器乐教学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音乐教学过程中，器乐教师在开展教学过程中，大部

分过于重视自身示范教学使学生理解，然后让学生根据老师的演奏

方式模仿练习，并要求学生和老师的要求要保持一致，学生模仿的

越像，老师就会更为的满意，给予学生一定的表扬，自然课程成绩

也就会越好，相反的如果学生不能够和老师的教学要求保持一致，

那么就很难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学生为了获得更好的考试成绩，就

要逐渐的像老师看齐，这种教学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

的演奏技术的提升，但是对于学生的音乐理解能力却产生了一定的

阻碍。 

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认为，语言是器乐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手

段之一，所以老师应该加大借助语言的力量，切实提高向学生传授

器乐演奏的技巧，不断加大启发学生对古筝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

利用语言帮助学生提高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由于古筝作品在不

同环境、不同时代背景下都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演奏者无需反复

的去揣摩作曲家的作曲初衷，在理解作曲的基础之上，也不必去复

制作品创作之初的演奏风格。所以老师在开展教学过程中，器乐老

师要转变自身教学理念，减少反复的向学生示范的动作，要引导学

生更多的理解音乐作品，启发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以此来提高学生

自己理解音乐作用。老师应该鼓励学生在学习完成古筝乐曲之后，

勇于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 

结论 

综上所述，在古筝乐器教学过程中，乐器老师要加大借鉴音乐

教育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运用，加大引导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

掌握一定的乐曲欣赏、鉴赏能力。在现如今学科大综合的状态下，

传统的古筝器乐仅仅教授学生演奏、演唱技巧的做法已经不能够满

足当代教学需求，在教学过程中触类旁通，让学生掌握相识学习方

法，在音乐表演过程中融入更多的个人对音乐的理解，从而真正的

提高学生音乐素养。埃里奥特教授说过，在未来，我国的音乐教学

要切实依赖对音乐哲学的理解，并且通过继续提高教师的音乐素养

确保音乐教育的音乐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要从长远的角度培育学生理解古筝乐器的能力，而不是反复的引导

学生进行练习、模仿，要改变现有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古筝乐器

教学质量，推动我国音乐教育持续发展势态，加大借鉴音乐教育哲

学理论研究成果的运用，促进音乐教育价值通过扩展学生音乐素养

来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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