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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音乐本身是具有美的、具有非常强感染力的艺术种

类，而民族器乐合奏课程则更能培养学生的音乐理解，

提升音感、节奏等各方面音乐素养，而民族器乐合奏课

程也相对较难，合奏并非乐器大齐奏，而是有规律、有

节奏的搭配融合，如果节奏不对头，搭配不够协调，那

么必然会出现民族器乐合奏嘈杂不堪的问题。因此，在

民族器乐合奏课程时，教师需要选择合适的乐谱，培养

学生音感、节奏方面的问题，优化指挥，进而让民族器

乐合奏课程更加有效。

一、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意义和难点进行简单说明

1. 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意义

民族器乐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民族传承以来所创造并

应用的独有乐器，其承载着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民族器

乐根据部可以分为四大类，包括管乐：笛子、笙、唢呐

等。弹拨：中、大阮、琵琶、扬琴、柳琴等。拉弦：二

胡、高胡、大提琴、贝斯等。打击乐：定音鼓、大镲、

钟、大鼓等。

民族器乐教学是近年来的热门教学方向，民族器乐

更是比较困难，其有着以下几点意义。首先，它能够引

领学生详细了解不同声部的民族器乐的特点以及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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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对普及交响乐知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其次，民

族器乐合奏的训练模式，可以让每个学生用更加宽阔的

音乐视野来认知音乐理念，用心感触音乐的独特精妙美

感；最后，民族器乐合奏训练有利于培养团队的整体默

契，让学生养成完善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在属于自

己的角色中完成本职工作。

2. 高校民族器乐合奏教育难点

随着高校民族器乐合奏教育的不断发展，民族器乐

合奏训练也在逐步完善中，可以说大方向上在不断创新

突破，但在实际开展民族器乐合奏的教学中，还存在三

方面难点。

首先是适合培训的乐谱比较匮乏，有人会觉得在信

息化的今天，乐谱还不是遍地都是，但是不然，一些较

难的民族器乐乐谱不适合高校学生的水准，很多时候教

师都在选择民族器乐合奏乐谱方面发愁，找不到难易适

中的，民族器乐合奏训练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其次是

专业指挥能力不足，要想让民族器乐合奏更加协调，合

奏更具有艺术感，合奏指挥可以说起到至少一半的作用，

很多人看电视上的民族器乐合奏或大型交响乐，认为指

挥家就是随便比划两下，其实不然，在民族器乐合奏中，

指挥手要管理乐团几十个不同分工的乐手，要熟悉不同

民族器乐的特点你，以精确到毫秒的方式去演奏，其难

度可想而知；最后是，学生素养跟不上的问题 [1]，民族

器乐训练比较消耗精力体力，就算是音乐专业学生也是

如此，更别提合奏更是难上加难，学生日常精力透支且

没有充足兴趣的情况下，很容易在课堂上“放羊”，对教

师的讲解左耳进右耳出，民族器乐搭配不到一起去，合

奏效果难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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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革新发展，高校通过创设民族器乐合奏课程，其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民族器乐技能的掌

握，其实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载体，学生在了解并掌握民族器乐的过程中，有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其也能够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没有哪一种音乐课堂能够像民族器乐合奏课程一样起到提高学生识谱、演奏能力、

全面强化音乐基础知识以及团队协作的重要作用。但高校民族器乐的合奏课程开展却并不顺利，民乐合奏远比单一

演奏要难，其不仅需要单人有较强的民族器乐素养，还需要团队具备较强协调性，还需要针对关键要素进行优化创

新才行。本文首先对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意义和难点进行简单说明，其次分析优化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策略和建议，

希望两点分析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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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策略和建议

1. 加强顶层设计，选择合适曲目

学校与教师是学生的主要负责人，要想让民族器乐

合奏课程更加完善，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对于学校来

说，首先要加强民族器乐建设投入，比如聘请音乐专家

来校进行专题演讲，比如加强音乐硬件建设，对于教师

来说，则需要加强对学生音乐学习的考核监督，明确民

族器乐合奏的重要性，严格进行，不是囫囵吞枣随便应

付即可，制动清晰的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对民族器乐

的掌握以及对合奏曲目节奏的了解 [2]。

另外，需要科学选取民族器乐合奏的乐谱，合适的

乐谱其实是根据合奏人数来定的，如果只是几个人的民

族器乐合奏小乐队，音乐学院有很多新民乐作品值得练

习，比如说《茉莉花》、《梁祝》、《彩云追月》，又或是自

行改编古风歌曲，加入旋律设计，都是可行的，而如果

四十人以上了已经可以尝试演奏《龙腾虎跃》、《黄河畅

想》、《拉萨行》、《丝绸之路》、《古槐寻根》等民乐合奏。

2. 做好培训，关键是“声感、节奏和指挥”三大

要素

首先是声感的锻炼，大部分的民族器乐都是极有个

性的声音和表现特色，而合奏在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某

种乐器突出的个性，而是需要彼此间声音的融合，帮助

学生更好的了解单一民族器乐声感特点，引导学生在一

定的聆听中感受，逐步提升思维认知，才能提升演绎能

力，可以以某一曲目为载体，以单一乐器演奏特征来展

开，比如网络上有将《发如雪》等古风歌曲用笛子来演

绎的音视频，教师将此应用至民族器乐声感的教学训练

中，基于学生生活当中比较熟悉的曲目，来让学生熟悉

民族器乐特点。其次是节奏的训练，节奏的训练中，教

师可设计组织开展如卡农式节奏训练、声势节奏训练等，

可依据不同的音乐进行灵活选用，让学生在拍手、拍腿、

跺脚等练习方式中逐步掌握音乐的节奏 [3]，同时，需要

让学生对民族器乐合奏曲目节奏有清晰了解，从整体到

局部、从理性到感性，通过旋律的创编和理解，促使学

生有效提升节奏感，明确分工。最后是指挥方面，合奏

最主要的就是指挥，需要平衡整个乐队的演奏风格以及

节拍、音乐处理等等 [4]，指挥要熟悉合奏曲目节奏，脑

海中对曲目结构有清晰的认知，同时指令清晰，通过手

势动作清晰的传递给不同声部民族器乐乐手。

3. 练习增加默契

对于民族器乐合奏课程来说，必须经过长久的练习

来增加配合合奏的默契程度，尤其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从

设计到发展来说就是以独奏为主，一般来说对于旋律的

表现力更强，对于和声的表现力偏弱，合奏很容易混杂，

就更加需要练习来加强应用，教师引导学生开展丰富多

样的训练活动，可以从课堂拓展到课外，在长期的练习

中，民族器乐合奏会更加优秀。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视角下，可以带领学生去各级专业文艺团队、群众文化

馆站、地方歌剧院等单位观赏表演，提升学生的表演能

力。

三、总结语

总的来说，开展民族器乐合奏课程难度较高，我国

的民族乐器从设计到发展来说就是以独奏为主，其本身

合奏难度就比交响乐高，同时学生的民族器乐素养也存

在一定问题，乐谱匮乏，指挥往往存在不足。针对这些

开展民族器乐合奏课程的难点来说，学校和教师需要积

极转变教学观念，重视“声感、节奏和指挥”三大要素

培养，选取合适乐谱，结合上文分析，希望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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