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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背景下在小学开设扬琴社团的思考与建议
周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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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美育教育被推向新热潮，部分小学开始设置课外音乐社团等兴趣课堂。但是，在目前已知的多类型的

音乐社团中，民乐社团以及以扬琴为主的音乐社团的数量较少。因此，本文将从扬琴社团在小学的现状、发展以及社团建设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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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aesthetic education has been pushed to a new upsurge, and some primary schools have begun to set up
interest classes such as extracurricular music clubs. However, among the many types of musical societies known so far, the number of
folk music societies and musical societies dominated by the dulcimer is relatively small.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primary school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qin Community
and put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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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课标、素质教育以及美育教育的多重背景下，我国

教育行业在不断的进行优化改革，音乐教育的教学形式也正

在从最开始单一的书本化课内教学模式逐渐拓展为课内课

外相结合的多元化音乐课程模式。《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2011年版）》中表明，“在音乐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

的综合性艺术表演能力，发展学生的表演潜能及创造性潜

能”[1]。2016年 9月我国教育部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提到，“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他们综合艺术素养、

提升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造就全面发展的人”[2]。
因此，在新型音乐教育的情势下，音乐课不应该只局限

于课内书本上的片段，而应当是走出课本、走出课堂，成为

课外社团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以把美育理解

为不教而教的教育。这种教育手段是由老师来引导学生进

行，通过课本外更加丰富的审美资源，创设美好对音乐情景

与教育环境，可以更好的培养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并且对小

学生对于音乐和美的鉴赏力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3-4]。

因此，在小学音乐的教学过程中创新思维开展新式课外

音乐课堂——也就是所谓的音乐社团，更加注重音乐课堂课

外教学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这样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做不但

可以为小学生对于音乐的学习、感知创造更加良好的学习环

境，而且可以更加全面的激发小学生学习音乐的乐趣。利用

学生们的课余时间进行音乐实践活动，更大范围的提升学生

的审美能力，开设课外兴趣课堂，不但可以对课内的教学内

容进行有效拓展补充，而且可以更好的、有针对性的满足学

生对于不同音乐的学习兴趣，对提高小学生的音乐综合能力

以及音乐素养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1 我国扬琴的教学形式

扬琴是弹拨乐器的一种，但是也可以称之为弦乐器，在

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和传播，并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呈现

出十分不同的发展情况，各个地区的形制与演奏方式虽有不

同，但扬琴这一大类乐器的演奏方法以及历史是十分相似

的。本文作者在阅读一定的专业相关书籍：《扬琴中国化研

究》[5]、《扬琴的传入与流变》[6]以及《建国以来扬琴研究

综述》[7]等与扬琴相关的理论文献后，可以归纳得知，中国

地区的扬琴是通过航船队伍从国外进口而来的乐器，最早出

现于明末清初的广东地区，经过数百年的本土化发展，以及

与中国传统器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的深度融合，渐渐演变成我

国的传统民族乐器，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经典传统民族乐器类

型之一。

目前，我国的扬琴音乐教学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可

以把它们划分为：1、中小学特长音乐的教育；2、高校专业

的扬琴演奏教育；3、师范类音乐教育的选修课堂等这几大

类。中小学的扬琴教学形式主要以兴趣特长班或者课外班的

辅修教育为主，大部分都集中在各个学校内开设的民乐社团

或兴趣小组来进行扬琴音乐的教学[8]。但由于专业的扬琴教

师师资匮乏，扬琴这门乐器比较冷门、很少被人知晓、普及

面低等原因，促使了中小学扬琴教育发展十分不均衡[9]。又

因扬琴的音乐教学活动大多是在课程外进行的，也就是所谓

的课外教学。这种教学模式大多为校内所组织的社团、第二

课堂、延时班，或者是学校外的扬琴艺术学校、专业老师在

家授课等等。

因此，随着教育大环境的改革，美育、新课标、素质教

育等政策的不断推进引导下，全国多地区的中小学校都纷纷

响应政策，相继开设了校园课外课堂的音乐社团。音乐社团

是对课内音乐课程教学的重要补充。在众多音乐社团小专业

方向科目中，扬琴便是音乐社团的门类之一[10]。在中小学界

强调培养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教师有必要从核心素养的角度

探索校园扬琴社团活动的创新模式，使之更好地发挥育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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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1]。

2 扬琴在小学社团发展的现状

目前我国小学扬琴社团常用的教学形式是以年龄来进

行划分的：将小学六个年级的学生分为高、中、低年级这三

个大组来进行分组式的扬琴社团训练教学。除此之外，如果

有条件特别优异、基本功扎实、有从事专业扬琴演奏想法的

学生，大部分老师也会在课后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小课辅导。

但在学校社团里的分组课堂大多是以群体教学为主，以重奏

与合奏形式为主要训练模式，班级授课与分组教学相结合来

进行的。

低年级的学生社团课堂多以欣赏引导、基本功教学、以

及寓教于乐的课堂内容来进行培养的。设置多元化课堂的目

的在于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堂形式来引导低年级学生通过小

游戏、欣赏扬琴相关趣味视频或演奏片段，以此来激发低年

级学生对于扬琴音乐的兴趣以及想要尝试扬琴演奏的好奇

心。在此兴趣之上再开始进行基本功的能力基础训练，为以

后的扬琴演奏打好基础。中年级的学生开始设置一些基本的

练习曲训练以及必弹曲目的教学。并且在教授曲目的同时，

开始引入一些分声部练习配合或合奏集体训练的教学。目的

在于培养小学生的集体意识以及教导他们不要只沉浸于自

己的音乐或世界中，也要学会聆听他人所演奏的音乐，并进

行配合。可以坚持到高年级组的同学多半已经经历了三到四

年的社团课内基本功基础训练，有些甚至除了课外社团也跟

着扬琴老师上了一对一的课外小课。因此，高年级组的同学

已经可以独自演奏一些带有一定难度的曲子，并且也可以考

取一定的音乐学院扬琴演奏音乐等级。此时，该等级组别的

同学也通过音乐社团的训练练就了一定的重奏或合奏经验，

因此可以参加一些集体的民族乐器演奏比赛或扬琴专业重

奏比赛。通过参加比赛积累参赛经历，可以促使学生对于自

身学习该乐器增加更多的信念感与责任感，既然学习了这项

乐器就应该努力坚持，不要半路放弃。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

小学或专业老师自己创办的扬琴学校按照这种教学模式进

行扬琴音乐学习者来进行培养。但是，中国目前的小学扬琴

音乐教育，在众多的民族器乐教育中仍然会被冷落或遗忘。

第一是因为扬琴这项乐器其自身的体积、重量、乐器构

造等特点相较于其他乐器会更加复杂困难，144根琴弦（以

普通的 402型号扬琴为例）如果在音不准需要调音的情况下，

对于扬琴初学者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甚至很难完成的任务。

并且扬琴的外出携带也十分不方便，不如同类民族乐器，比

如：琵琶、二胡、笛子等，这些小型乐器体积小、并且乐器

自身重量轻，更方便于学琴者随身携带。扬琴因为琴弦较多、

体积较大、重量重等原因，外出携带扬琴也是一件几乎不可

能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考虑到携带、调音等问题时就会放

弃学习扬琴的想法。

第二点原因是因为扬琴作为一件外来乐器，在传入中国

后一直流传于民间乐坊，主要用来作为戏曲音乐和说唱音乐

的伴奏乐器来进行传承发展的。因此，大多数人普遍的认为

扬琴这项乐器演奏仅仅是能在民间戏曲杂耍等地方进行伴

奏，上不得真正乐器独奏的台面[12]，所以对学习扬琴具有一

种说不上来的异样心理情愫。

第三点前文也提及到了一些，因为扬琴的构成十分复

杂，琴弦较多，并且由于乐器的自身原因，制作一台琴的工

艺也十分复杂。因为制琴精巧，需要专门的师傅进行加工调

试，所以，一台琴的价格也比较昂贵。如果是音乐社团之类

扬琴大课教学，便需要多台琴作为基础设施来作为开设课堂

的基础。因此，大量的琴得需要学校或者政府的资金支持才

能真正的有条件来进行扬琴社团音乐教学。

第四点是因为我国民族乐器教材尤其是扬琴音乐相关

的教材仍然十分稀缺，各种书籍包含的曲目列表也大多相

似，没有创新点和实践点，教材的体系仍存在不健全的现象。

又因为本身扬琴的专业教材已经相对其他乐器的教材数量

较少，而且还大多为相似的琴谱练习曲，因此如果没有专业

老师的教导，单单是只看书本内容的话，理论训练知识便会

十分匮乏[13]。

3 小学开设扬琴社团会遇到的问题与思考

在小学开设扬琴社团，对于扬琴音乐在我国未来的发展

以及扬琴这门乐器的传承与继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目前我国的小学课外音乐社团发展仍然还不够成熟、完善，

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解决。

3.1课程体系不成熟，缺少创新意识

我国目前的音乐课本中，课堂伴奏乐器多为钢琴，课后

的乐器拓展实践为竖笛、三角铁、沙锤等西洋乐器，这就使

得学生在进行音乐学习时首先接触到西洋乐器而并非我国

的民族乐器。并且，教师授课的教学法也大多根据国外教学

法进行备课授课，缺少具有我国民族性的独有文化。同时，

音乐课堂的进行是按照课本划分的单元章节来推进的，在当

代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这样的课堂略微有些死板，缺少创新

性。

3.2教师技能不足，缺少具有民族化的课程

现在在职的音乐教师多是从高等师范院校音乐教学毕

业的，她们大多只能演奏一种或者两种乐器。但是我国民族

音乐文化丰富，因此民族乐器种类也较为繁多，老师们不能

涉及到学会演奏每种乐器，因此会影响到教学质量。同时，

我国编写的、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些音乐课本，民族文化气息

较为薄弱，缺少文化教育，一些拥有地方音乐文化特色的地

区也没有开设相对应的地方特色音乐课堂，缺少对应的课程

开发。

3.3对民族音乐文化缺乏重视

学校、家长、老师、政府等相关人员缺乏对民族音乐文

化教育的重视。

在我国现阶段的小学音乐教育中，追崇西方音乐文化的

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家长认为学习西方乐器，例如：钢琴、

小提琴、长笛等会让小孩子变得更加高雅、有内涵。但是事

实上，民族音乐以及民族乐器同样可以培养孩子身心健康发

展、陶冶良好的情操，并且对于传承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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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换句话说，在我国目前的小学音乐教育中，教授

民族音乐或民族乐器的专业教师占的比重不是很高[14]，因为

在招生以及教师资格证考取的过程中，首先会考察教师的钢

琴试奏以及即兴伴奏的水平，并且现代这一批学习音乐的老

师们学习西洋乐的数量居多，这点从各大高校音乐学院招收

学生的小专业便可以看出，西洋乐器专业的学生会比学习民

乐的学生要多，其中学习古筝、二胡、笛子的又在民乐学生

中占较大比例。学习民族音乐以及民族乐器的学生数量没有

学习西洋乐器的学生数量多，因此在学院录取时，民乐学生

被录取的的人数也随之减少，因此，经过专业培训的民族乐

器的老师也十分稀缺，这样便导致了学校对于教授民族音乐

以及民族乐器的教师的岗位严重忽视。

3.5学习民族乐器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民族乐器大多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才能见到一些成效，不

如西洋乐器见效快，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练琴。但现如今

中小学生课业繁重，课余时间不多，因此没有足够的时间进

行训练，从而使得家长们产生了一种学习民乐费时间、难出

成绩的错觉。

3.6对于在小学开设扬琴社团以及民乐社团的合理化建议

3.6.1创设新式课堂，传播民族文化

音乐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艺术文化，它具有非常特殊的多

元化元素特点，这也就使得音乐的教育以及教学形式上也具

备了多元化的特点。音乐文化的特点与地域特点、民族文化、

民族风俗等有着比较大的联系，因此音乐文化具有明显的地

域特性和民族特性。想要推动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教师在备课时应当把重心放在重视民族音乐研究的基础上。

在课堂上，教师也可以根据授课内容需要将伴奏乐器换为民

族乐器进行展示。例如；如果本课程内容与钢琴音乐相关，

由此可以衍生引出与钢琴同宗的扬琴的相关音乐知识；课程

与弦乐相关的话，便可以由此介绍我国的二胡等拉弦乐器，

如果有学生学习过相关乐器还可以邀请他进行展示，这样可

以增加学生的音乐信心。

3.6.2学校、教师及家长重视并发展民族音乐

学校可以开展一些文艺演出活动，鼓励学生宣传民乐文

化，演奏民族乐器，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为学生提供展示的

平台。

教师层面，音乐教师需提升自身的音乐素质，掌握我国

音乐历史以及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因为教师是直接为学生

教授知识的角色，因此更应当重视对学生民族音乐文化的教

育，肩负起教书育人的责任。课堂上学生是学习主体，教师

起引导作用，课堂作为承载教学活动的平台，让教师能够充

分地展示自己的教学思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要合理讲解传统的音乐文化、民间音乐的特点，

结合作品的风格来进行讲解与分析。

老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组建小型民乐队，增加学生

的集体凝聚力，让学生产生集体意识，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

以及音乐修养。

家长可以带孩子多参加一些民族音乐文化相关的活动。

区音乐厅或者民间戏院去观看一些与民族音乐文化或者民

族乐器演奏等相关的演出或话剧、舞台剧等；也可以观看一

些民乐相关的电视节目，如：《国乐大典》、《善良的乐队》

或者电影电视剧《闪光少女》等，以此来从侧面激发孩子对

民族音乐文化以及民族乐器的兴趣，让孩子喜欢上民乐。

4 结语

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因时而变、历久弥新，一直深受人

们的喜爱。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民族音乐逐步走向世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赞誉和

关注。民族乐器作为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音乐

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5]因此，在校内开展课外音乐

教学是一条多元化、多角度、有针对性培养发展学生综合素

质、美育修养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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