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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院校小提琴选修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以成都大学为例

李刚

成都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成都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因教学任务的需要及专业需要，开设小提琴器乐选修课程，本文通过分析学生学习开展

的现状、小提琴教学模式的选择以及开设此门选修课所面临的挑战及调整策略等方面，较为全面的剖析了小提琴选修课的开

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并提出新的教学改革策略，只为使选修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器乐小提琴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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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社会经济总体得到了极

大的发展，现如今，艺术教育如火如荼，为了强化学校的音

乐美育的大力发展，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及

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综合性院校越来越多的注重

音乐专业的培养与筹建工作，如今各大高校都在积极开展音

乐文化教育，如今的教育体系，不再是以理工科为主的时代，

而是全面发展的时期，音乐作为高校学生的选修课，日益成

为了综合院校的主流，笔者曾经担任过该校大学生艺术团的

负责人之一，对大学生的音乐教育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

本篇论文也将着重从综合性院校的大学生选修课着手，分析

综合性院校器乐大学生选修课的利弊，从而提出新课程改革

的方式方法，满足日益剧增的小提琴选修学生学习需求。

1 小提琴教学在成都大学开展现状

成都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前身为成都大学艺术学院，于

2007 年开办音乐表演专业，表演专业主要以钢琴为主，其他

小型器乐为辅，到了 2013年才有小提琴专业教师，一开始

学生的招生并不多，主要以零星个别的专业学生为主，以及

校大学生艺术团的兴趣培训为辅，之后音乐舞蹈学院的成

立，开始有专业学生，便有了相应的专业学习课程，随后又

有中外乐器选修等课程，规定包括声乐器乐在内的所有音乐

表演本科生除了钢琴之外，必须选修一门器乐演奏课程，此

类课程由先前的一学期改为如今的五学期，可见学院领导对

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视程度，确保学生在将来的工作演奏之

余，能够进入中小学发挥更多的用武之地。不仅有专业的小

提琴课程，还辅以选修的形式，让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小提

琴这件乐器，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可以得到启迪和修养，而

且小提琴作为弦乐团、尤其是交响乐团中最重要的乐器门

类，忽视小提琴的学习，将不能够胜任乐团的演出与排练，

所以可以看到，对于学生而言，乐器选修小提琴，都对他们

将来的音乐教育工作带来裨益，启迪他们的教学之路。

如今在教学中我们发现，由于小提琴对音准有较高的要

求，致使大部分学习者的学琴之路一路坎坷，对于一个综合

性院校的本科生而言，很难从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大部分的演

奏技巧，甚至很多同学，一直被困在音准这一环节，而无法

抽身了解和学习其他内容。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小提琴

基础技巧课程，是为学生将来从事音乐教育事业铺路的，是

为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及音乐推广而存在的，并非培养学

生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奏家，通过一门选修课提高对小提琴音

乐的鉴赏和音乐修养也是一件重要及有意义的事情。

2 小提琴选修课教学模式初探

首先，学生选择此门课程代表学生有一定的兴趣和欲望

想要进行学习，我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若没有兴

趣，那么学生将会丧失对该门乐器学习的欲望和动力，无法

从中获得该门乐器的学习享受。

其次，应当明确课程的目标和重点，这可以为学生树立

正确的演奏观念与技巧，使学生能够不仅仅学到专业的小提

琴演奏知识，甚至对学生的主课专业也能产生很好的启迪，

从而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3 小提琴选修课的挑战与调整策略

小提琴选修课，是通过学习和了解小提琴的演奏技法从

而对小提琴及西洋乐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从而获得美的享

受，从选用教材来看，对于零基础而言的小提琴学生，主要

选择《铃木小提琴教材》，这是一套经典的小提琴入门教材，

开篇从基本动作为主，辅以简单的旋律，使学习者能够轻松

上手，因此，教师根据初学者的学习进度安排相关授课内容

就显得尤为关键。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对于选了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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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中的学生，由于忙于主专业，只能分配较少的时间用于练

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平衡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教学效率

就显得较为关键，使学生通过较短的练琴，也能最大限度的

有所收获。因此，授课的内容与方式将会非常重要，必须在

授课环节中做到步骤明确与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进行教学

及研究，一开始学琴的曲目选择就非常重要，因此，对于课

程的调整，笔者做出如下假设：

3.1 开篇——理论化学习

在开始学习的过程，不应急于马上拿起琴，而要适当辅

以理论的学习，目前从小提琴的历史发展上来讲，市面上有

非常多的小提琴理论教材，在我国最著名的莫过于《林耀基

小提琴教学法》，林耀基先生从哲学、要诀、艺术等 3 个维

度对小提琴的学习进行了一些概况，虽然字数较少，但观点

较新颖，朗朗上口，容易让学生记住并运用到实际的学习过

程。在开始课程前夕，教师就应当要与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

规划及目标技巧篇。

任何乐器的学习都不能忽视技巧的学习，著名小提琴家

陈响曾经说过“没有技巧，免谈音乐”，可见技巧的重要，

我们所知的传统的授课方式均为老师手把手式的传授，将基

本动作、姿势传授给学生，学生仅仅是被动的学习，而非主

动探索性的学习认知，如今，教师在借助互联网的便利，可

以让学生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及平台，如使用微信群、QQ 群

等方式，把所要学习的内容，通过音视频甚至文字等方式，

发给学生进行琢磨与研究，并在上课前要求学生提问或者将

自己练琴的视频资料发送到群，以便教师和其他学生观看，

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的学习效率将得以提高，学生能够及

时与教师沟通，这样学习的过程也会激发学生的热情与兴

趣。因此，在选修课的过程中，教师要明白技巧传授的恰当

巧妙，使学生易于理解和吸收，通过将技巧、训练方式融入

到教学策略、教学计划中，有的放矢，在课堂中进行技巧理

论化，才能让学生在未来的学习和演奏中保持兴趣，并让乐

器选修课可以长久的开展下去。

3.2灵活式的教学理念

小提琴选修课，尤其是在入门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就

是技术，而在教学过程中，最有效的办法则是把这些技术难

点意义进行分解和攻克，把技术难点的地方进行着重讲解，

教师应当多示范，让学生学会模仿，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

把每一首乐曲，每一个技术难点单独拆分出来进行讲解或者

说单独安排每一个单元的时间，这样学生将更容易吸收，让

学生举一反三式的学习，很多难点和问题都是一通百通，只

有理解和领悟其中某个点，才能以点概面，了解更多相关的

知识和技能，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学生不能等待教师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从课程的时间安排是

不现实的，因此，灵活的教学，就要求学生不断的将老师所

讲的片段进行思考和迁移，这样，才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学习。

4 结论

小提琴的教学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对日渐增

多的高校小提琴学学习者，教师应当不断的提升和打磨自己

的教学水平、教学理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环境，随着

科技、网络的不断发展，小提琴的教学还是传统的一对一形

式的师徒制模式，这样的模式一直未曾改变，需要改变的则

是教师对学生的教学策略与学生的学习策略，为了让小提琴

学生能够获得更好的音乐艺术享受，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学

生进行因材施教，从而最终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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