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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筝教学在少儿音乐基础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 
——以岳普湖儿童福利院大班学生为例 

魏珂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830000） 

摘要：21 世纪，素质教育依然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素质教育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中华

民族乐器大家庭中，古筝以其独特的优势获得了很多青少年的喜爱，对基础性音乐素质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古筝教

学为着眼点，从节奏、音色、韵律、感情教学方面阐述古筝教学在少数民族地区少儿学前音乐基础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探讨其在

学前少儿音乐基础素质教育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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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

教育发展正处在由全面普及向质量提升的跨越阶段，素质教育在其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音乐基础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如何发挥出音乐艺术在基础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是我们

应该思考的问题。对少儿进行音乐基础素质教育不仅可以提升孩子

的审美能力，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毅力、想象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从

而达到综合素质的提高。 

一、古筝及古筝教学对于提高音乐基础素质教育的意义 

（一）古筝简介 

筝作为我国流传悠久的传统汉民族乐器之一，已有数千年的历

史，故称其为“古筝”。随着历史的发展，古筝在流传过程中与各

地的风俗相交流融合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流派，如山东筝曲、

河南筝曲、江浙筝曲、广东客家筝曲、广东潮州筝曲等。古筝不仅

外形美，音色也十分优美，弹奏手法以右手弹弦、左手按弦为主。

古筝蕴含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古筝除了可以发挥自身的音

乐潜能以外，在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时

代价值。 

（二）古筝教学对于提高音乐基础素质教育的意义 

1、音乐素质教育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教育部门十分重视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兴国必先

兴学，强国必先强教。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对于全体中华儿女而言，

爱国主义教育都是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素

质教育即要求孩子在热爱本民族的同时，也要深知自己是中华民族

的一个分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音乐素质教育，通过文化交流的

方式，以音乐为语言，在加强偏远少数民族地区基础素质教育的同

时也拉近各民族之间的距离。 

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孩子，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孩子，由于语言

环境的不同导致汉语水平不够好，因此传统的素质教育在实施过程

中还有语言文字转换的过程。贝多芬说过，“音乐使人的心灵爆发

出火花。”音乐的美存在于音符与节奏的组合中，音符与节奏代替

语言直接发挥作用，这也是音乐素质教育相较于传统教育的特殊作

用。由此，对于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音乐素质教育是更

容易被接受和发挥积极作用的素质教育方式。 

2、古筝在学前音乐基础素质中可发挥的作用 

（1）提升少儿的音乐素养 

古筝的音色优美、悦耳，音乐形象丰富生动，少数民族的孩子

在学习过程中由于天生对音乐的感悟能力，使他们更容易地去感受

音乐，在弹奏时易于在脑海中形成生动的画面。因此在古筝弹奏的

训练过程中，也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演唱能力、演奏能力

及综合表现能力，使学生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感受到音乐的美。古筝

演奏技能的训练需要孩子坚持不懈的练习以及对音乐的理解，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的习惯是不可能学好演奏的，因此学习古筝也能有效

锻炼少儿的自控能力，高度的专注能力以及自主的学习能力，从而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孩子整体的自身素养。 

（2）培养少儿的优秀思想道德品质 

我国自古被称为“礼乐之邦”，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春秋时

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强调善与美、仁与乐的统一，古筝作为一件

典型的汉民族乐器，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蕴含汉

民族色彩的优秀筝曲作品，例如《高山流水》等。南疆地区的少数

民族孩子们在古筝的学习中，通过欣赏优秀筝曲，感知筝乐的艺术

表现力,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丰富了孩子们对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审

美体验，在潜移默化中加固民族一体的概念，树立爱国思想和爱国

理念，在加强少数民族少儿审美教育的同时融入了思想品德教育，

进而在加强美育教育的同时也增强了德育教育。 

（3）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古筝除了自身的许多优点外，它也蕴藏着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底

蕴。近年来，我国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

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

精神观念形态的总体。1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古筝这件传

统的汉民族乐器在民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了年轻人了解传

统音乐文化的桥梁。将古筝带入南疆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使汉民族

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迸发出火花，使得少数民族同胞透过音乐去认

识除了本民族地区以外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借助传统文化的艺术

魅力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现状，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

扬光大。 

二、少儿音乐基础素质的培养在古筝教学中的体现 

（一）岳普湖儿童福利院学情分析 

岳普湖儿童福利院大班是由 12 名 6 岁左右的不同少数民族儿

童组成的班级，通过初期了解，我发现这些孩子们之前所接触到音

乐课程并不多，同时对于福利院的这些孩子们来说，想要主动的去

学习一件乐器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很

强，这个年纪孩子的自控力增强，也有了初步的自我判断的意识，

但毕竟年纪小理解能力有限，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结合年龄段的

特点，从兴趣出发激发少儿学习的动力。虽然孩子们都是少数民族，

但是他们的基本汉语能力很好，在教学交流过程中也没有太大的障

碍。基于他们少数民族善歌舞的特质，学生们的肢体协调能力也很

好，在节奏与左右手配合的学习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优势。 

（二）古筝教学实践过程及教学设计 

1、节奏基础训练教学 



基础教育 

 60

对于福利院的这些孩子来说，他们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乐理

知识教学，节奏的概念对于他们比较抽象并且难以理解，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不能直接去向他们刻板化地灌输。在初学阶段，虽然孩子

们对于乐理概念理解的不是非常透彻，但少数民族孩子对于节奏的

快慢却非常敏感。捕捉到这一点，我便带着他们边唱边用手打节拍，

这种形式可以让少儿反复倾听和理解，能歌善舞的先天优势使得他

们能够很快掌握基本的节奏节拍。这样，虽然孩子们对节奏的概念

并不理解，但他们已能在自己的实践中感受节奏，从而为节奏感进

一步的培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比如在节奏型的练习中，刚开始我带着孩子们用手在空中画

“V”的符号或用拍手的形式，口中伴唱“da”,在孩子们卡准节拍

后开始在筝上边唱单个时值边拨弦，渐渐演变成右手按节拍弹奏音

符，左手打拍，孩子们随着琴的音高边唱边打拍，在形成节奏意识

的同时对于音高概念也有了初步的印象。 

2、音色教学 

南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孩子大多从小接触的都是热瓦甫、冬不拉

等本民族的乐器，记忆中的音色也都是热情奔放的。古筝的音色缠

绵婉转，古筝乐曲的意境可以激发出少数民族少儿对音乐美不同的

感知，在教学过程中我给孩子们演奏及播放不同的古筝乐曲，以提

问题的方式引导他们感受不同演奏方法下古筝的音色差异，根据不

同曲调、情感及意境的特点辨识不同演奏中的音色之美。又比如向

学生们弹奏“刮奏”和“颤音”奏法，使他们直接的感受到了不同

弹奏所产生的不同音色特点。在之后的练习中，孩子们在自己弹奏

时也会开始自主地去注意音色的美感，因此古筝音色的教学不仅能

增强少数民族孩子对不同音乐色彩的感知力，还能激发出学生们发

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3、齐奏加伴唱教学 

古筝对于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孩子来说是一件很陌生的新乐

器，因此学习的兴趣更为重要。所以在教学中我选择从孩子的兴趣

角度出发，在乐曲的学习上先从孩子们熟悉的儿歌入手。最初我先

给孩子们边弹边唱做示范的方式激发出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在之后

学生的练习中先是边弹奏边演唱歌词，后把歌词替换成音符的唱

名。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很快将孩子的注意力集中起来，在提高学习

的兴趣的同时还能增强对曲子的记忆力，加强演奏技能和提高少儿

的音乐素质。 

在孩子们可以独立完成曲子的弹奏后，再以分句练习的方式带

着孩子们进行齐奏练习，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培养少儿的

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耐力、协调能力和组织

能力。 

4、韵律教学及渗透 

韵律与音色同为帮助学生感受美的重要途径，韵律教学是在音

色的基础上开展的，也是音乐教学的关键环节。比如让孩子们在弹

奏中由右手拨弦发声，左手随之长按或上下按弦产生音韵美化弦

音，这一弹奏手法与一手弹弦一手按弦的少数民族乐器也有着相似

之处，因此能更好的引导学生学会音韵的表达。我们知道，音乐更

多的是一门听觉艺术，在福利院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少数民

族孩子们身上的纯真和他们能歌善舞的特色使得他们对于乐曲的

韵律特别敏感，在古筝的学习过程中通过对旋律的聆听的感受，提

高儿童音乐感知能力的发展。 

不仅如此，在音色与韵律的教学中，少儿能够在不知不觉中树

立交流意识，在交流学习中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锻炼孩子

的审美能力、表达能力、学习能力及沟通能力。 

5、技能教学提升到艺术表达 

古筝教学如果只教授演奏技能是远不够的，最终必须过渡到情

感的表达上才是真正将乐曲的演奏达到艺术的效果。每一个民族在

经过数千年历史的变迁后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和音乐传

统，各族人民相互交流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古筝这件传统的

汉民族乐器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

文化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少数民族孩子们在学习古筝的同时也

在了解中华优秀的音乐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产生音乐文化的共鸣，

在教学中培养少儿们的文化自豪感和爱国情感。 

三、音乐素质教育引出对学前教育的思考 

学前教育是孩子接受教育的开端，对少儿的人格培养起着关键

作用，能够帮助孩子形成初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学生的

学习思维和学习习惯都在这个阶段养成的。文化的传承主要靠语

言，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人民音乐

家洗星海说过：“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

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在音乐素质教育中，少儿在愉悦的

学习情境下可以被激发出强烈的学习兴趣，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从音乐素质教育的角度出发，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地

区与汉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的孩子们认知到，

原来除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各具特色的传统

文化，在具有趣味性和启发性的教学步骤中感知美，以音乐素质教

育的方式陶冶儿童性情，使学生得到德智体美劳全面的成长，从小

树立民族团结的概念，达到学前教育的最终目的。 

结语 

少儿的音乐基础素质教育是基于音乐为载体的素质教育，音乐

基础教育的培养能够培养少儿的优秀思想道德品质，少数民族地区

儿童的发展决定民族未来的发展，注重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学

前素质教育，锻炼孩子各方面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学生养成正确的

学习习惯打下更好的基础。古筝的音韵典雅含蓄，旋律优美，具有

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提高了孩子素养，在少数民族地区素质教育中引

入古筝教学，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基本素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也加强了中华民族间的交融与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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