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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提琴基础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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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对现阶段大提琴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来探讨大提琴基础教学的有效应用，提出

了加强学生大提琴基础训练的注意事项，以明确大提琴基础教学的重要性，转变大提琴基础教学模式，不

断地创新大提琴基础教学手段，提高大提琴基础教学质量。旨在推动大提琴基础教学课程的发展，培养出

更多优秀的大提琴演奏人才，实现大提琴基础教学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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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

水平逐渐提升，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没便开始追求

精神需求，开始崇尚艺术，这就要求我国现代教育积极展

开艺术类教育课程，大提琴便是其中一种。大提琴作为乐

器，其有着独特的乐声，音色变化丰富，能够将演奏人员

的情感张力抒发的淋漓尽致，深受人们的喜爱。为响应现

代教育改革号召，大提琴基础教学想要获取长久的发展，

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效，应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基于大

提琴基础教学现状，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应用先进的科学

技术，强化大提琴训练，培养学生良好的演奏技能，与此

同时还要重视学生对大提琴作品的理解，引导学生去感受

大提琴作品，学会欣赏和倾听，从而提高学生的大提琴学

习水平。 

1  大提琴基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大提琴基础教学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进行大提琴演奏的时候，学生的左手不够放松，

过于僵硬，对于各类演奏技巧的使用不够娴熟，学生按弦

的时候力度控制不到位，太过紧张，手型弯曲程度超过自

然范围，以致于所演奏出的音质不佳，未能把握其音准和

音色；第二，学生缺乏良好的作品分析和鉴赏能力，不敢

轻易去理解和分析经典的大提琴作品，以致于其在演奏作

品的时候缺乏感情，音乐表现力较弱[1]。 

2  大提琴基础教学的有效应用 

2.1  大提琴基础教学之左手训练 
大提琴属于独奏乐器，其音质十分饱满，演奏人员的

基本功主要体现在左手、右手的配合上。在进行教学的时

候，应当重视左手和右手的训练。大提琴演奏中右手运弓，

左手则主要用于控制大提琴的音色，找音准，其关系着演

奏过程中的音乐表现力。左手精确的按住把位，控制音色，

并不是项简单的任务，其对手指独立性、坚韧性的要求非

常高，而且也考验了学生的左手对琴弦的控制技巧。在日

常训练过程中，进行左手训练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

一，注意手型。在演奏大提琴的时候，左手大拇指通常是

位于大提琴颈后，不会被人看见，但其在演奏中具有重要

作用，练习的时候需要控制好大拇指的握琴力度，保持一

定的灵活性。如若是演奏低音位时，大拇指应当呈现自然

弯曲状态，将其放置于一指、二指之间，与大提琴的接触

由大拇指指尖侧面来完成，手指要放在琴弦上，需要注意

的是得平行于指板，不可出现卧倒状态；在演奏大把位的

时候，大拇指的位置，则应当靠近于三指位置，手掌要保

持放松，以便于灵活操作大提琴，完成颤音、滑音等技巧，

这也有利于在需要触弦时，左手四个手指的位置摆放准

确，避免音准不对；在演奏高音把位的时候，大拇指同样

要放松，不可过于僵硬，要与其他手指配合呈现拱形，控

制好掌心的力度，找到重心，手指均匀着力，放松手臂，

以便于跟随曲目的需要，调整把位，演奏出高音、低音[2]。 
二是要注意触弦。在进行大提琴左手基础训练的时

候，需要锻炼学生左手的灵活度，保证其触弦动作的流畅

性，例如，训练学生手指抬起、按下这一触弦动作，不可

有中断，应当具有连贯性。在这个过程中，手指应当呈现

自然弯曲状态，和指板之间逐步形成垂直角度，以便于增

大落音时手指的按压力度。当左手手指在指板上交替变换

演奏的时候，需要控制重心的变化，由一个手指转移至另

一个手指，这个过程需要自然过渡，而其他未接触指板的

手指则要保持放松，以免影响演奏效果。触弦指法的练习

十分重要，如若不能通过多次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则会

导致学生难以把控重心的转移，致使其左手臂、手掌出现

僵硬状况，无法灵活地演奏大提琴，影响大提琴演奏的音

质。 
三是要注意揉弦。在大提琴左手训练中，应当重视揉

弦这项技巧的培训，只有当学生掌握了扎实的揉弦技巧之

后，才能将自己的情感饱满抒发，展现自己的演奏魅力，

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用演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训练学生

揉弦技术的时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从音乐性

考虑，揉弦技巧的使用目的在于抒发演奏者的情感，展现

大提琴演奏者的个人风格和魅力，这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基

础的揉弦技巧理论知识，还需要其深入感悟大提琴音乐作

品，进行再创作，用自己的理解去展示作品，诠释作品所

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是从技术性考虑，左手揉弦

技巧是大提琴演奏中必须掌握的技能，这一技能水平的高

低，直接应当大提琴的演奏效果。揉弦技巧训练，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需要现对其有所了解，并不是在所

有的音上都要进行揉弦处理，一切都要以作品本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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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确的是揉弦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作品情感，

而不是为了炫技而随意使用。如果音区较高，那么上下波

动不可过大，频率快；如果音区较低，那么波动则偏大，

频率慢[3]。在进行揉弦练习的时候，学生不可太过于紧张，

放松手指，一个音一个音的进行练习。与此同时，还可以

让学生将手放在桌上，通过左右晃动的方式来打节奏，先

慢再快，控制好频率。除此之外啊，在进行大提琴基础教

学的时候，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学会握弦，力度不可过大，

采用轻握的方式，大拇指、食指都要放松，灵活操作，控

制好手臂的力量，整个人都要处于松弛状态，否则难以达

到训练目的。 
2.2  大提琴基础教学之右手训练 
在大提琴基础教学过程中，还应当重视右手训练，除

拨弦之外，主要是训练学生右手运弓能力。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进行训练：第一，教授学生正确的握弓方式。学生

在手握琴弓的时候，大拇指要放松，自然弯曲即可，中指

与之相对，其他指头放置在规定位置即可，每一个指头都

要发挥其自身作用。演奏大提琴的时候，可以根据弓法的

变化来相对调整握弓姿势，但是并不是任意变化，调整范

围较小，右臂不可过于内转，小指、无名指不能出现架空

状况，以免影响拉弓效果[4]。 
第二，在学生进行运弓训练的时候，不仅要关注于右

手手指的作用，还要控制好整个手臂，使之处于放松状态，

不可过于紧绷，以便于演奏出更好的效果，真正发挥运弓

技巧的作用。学生的肩部要保持松弛，按照自己的习惯将

肘部控制在适宜高度范围内，手腕部分要具有稳定性，手

指部分则要有灵活性，以便于在演奏大提琴的时候，奏出

优美乐章。基于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手臂的长度来微调

握弓姿势，优化运弓动作，提高学生的协调性。 

3  加强学生大提琴基础训练的注意事项 

3.1  提升学生的作品分析能力 
大提琴的演奏，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演奏

知识和技巧，更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作品分析能力。这

是因为在展现一个作品的时候，只有当学生能够真正理

解其作品所要传达的情感和思想，才能用自己的感悟和

方式将其完美演奏出来。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一首作品

之前，学会欣赏和分析作品，要了解大提琴作品的创作

背景，探索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并且掌握作品的艺术

表现风格，基于学生自己的理解和演奏特点，来演奏作

品，予以作品新的生命力。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学习和

掌握大提琴的作品曲式结构，学会分析其结构。一般来

说，在听到一首大提琴作品后，应当先对其曲式结构进

行判断，然后分析作品中的每一个乐段，学会划分乐句，

深入理解作品呈现的主体思想，以及作品中情感的递进

变化。在此基础上，学生再进行作品演奏的时候，所呈

现出的音乐表现力会更强[5]。 
3.2  强化学生的音色控制能力 
音乐是一种有关于声音的艺术，大提琴则是其中一项

独特的艺术形式，其通过演奏的方式发出自身独有的音

色，以此来表达思想，传递情绪，让演奏者和听众之间产

生情感共鸣。学生想要拉奏出优美的大提琴作品，则必须

先学会鉴赏大提琴作品。只有在真正了解什么是好作品

后，才能演奏出好作品。为此，在大提琴基础教学过程中，

教师还应当重视对学生鉴赏能力的培养。大提琴作品的演

奏，并不仅仅是左、右手的技巧练习，而是需要学生整个

身体的配合，肩、手臂、手腕、手肘都是关键部位，只有

使之协调配合，才能拉奏出流畅的声音，保持音乐作品的

连贯性。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考验学生的音色控制

能力。教师需要予以学生有关于音质的提醒，加强学生训

练，使之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反复摸索、练习，从而提升

自身的音色控制能力[6]。 
3.3  培养学生的力度控制能力 
在演奏大提琴的时候，需要控制好力度，一首作品演奏

下来绝不是同一个力度的演奏，其需要根据乐曲的情感变

化，来进行相应的变化，以使作品变得更有层次性，感情更

加丰富。既可以展现高山流水，又能够呈现甜蜜而复杂的情

绪。这有利于提高作品的表现力。在大提琴基础训练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实施对比教学模式，让学生用不同的力度来

演奏同一段乐章，并感受这两种力度拉奏出的效果的不同，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反复探索，通过高频率的练习来掌握最

适宜的力度，从而提升学生的大提琴演奏能力。 

4  结语 

为提高大提琴基础教学质量，应当加强对学生基础演

奏技巧的训练，一方面要教授学生左手触弦技巧；另一方

面还要指导学生右手正确运弓，左右手协调配合，以把握

音准、音质和音色。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对学生作品分析

能力和鉴赏能力的培育，提高其对音色、力度的把控能力，

从而增强学生的大提琴演奏技能，推动大提琴基础教学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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