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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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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扬琴教学改革对扬琴艺术发展的影响
金玲

大连艺术学院，中国·辽宁大连

扬琴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乐器，在明朝末期传入中国，如今扬琴艺术也受到了很多群众的喜爱，在促进中国民族艺术发展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目标指导下，扬琴被作为一种民族
艺术纳入到教育体系中，并且成为了艺术教学领域中一门重要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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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扬琴在中国有着四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演奏形式、

音乐表现力等方面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如今，扬琴已经会

成为中小型合奏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在高校开展扬

琴教学，可以丰富扬琴艺术的传播和发扬途径，学生通过学

习扬琴的演奏以及相关的理论知识体系结构，可以帮助学生

掌握更多扬琴演奏的技巧，也可以通过联系扬琴锻炼学生的

想象力、意志力，在培养学生艺术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2 当前扬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忽略学生主体地位

在当前的扬琴教学中，很多教师都过于注重教师的

“教”，却忽略了学生的“学”，没有在课堂教学中充分体

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扬琴教学的重点在于使学生掌握扬琴的

演奏技法，对此，教师认为只要示范到位，再让学生进行反

复练习，就可以达到教学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

的课堂时间都被教师用来示范，而对于学生的兴趣点，以及

学生对扬琴演奏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等，都没

有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

现，学生无法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影响了课堂教学，也

容易打消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2 缺乏足够的实践

扬琴的学习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只有通过系统的

实践训练，才能使学生的演奏能力得到提升。而在当前的扬

琴教学中，有的教师过于注重教材中的理论知识学习，为了

让学生掌握演奏的基础知识，而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讲解基

础知识，使得学生缺乏足够的实训时间，仅通过教材的学习

无法使学生真正了解扬琴的演奏艺术，无法提升学生的音乐

表达能力和演奏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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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缺乏与其他乐器之间的交流

扬琴教学在中国开展的时间相对较短，还没有形成系

统的教学体系，而扬琴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也仅仅是针

对扬琴的演奏技法进行教学，以考级为目标，开展一些乐理

知识和演奏技法的讲解，却缺乏与其他乐器之间的交流，在

教学内容方面没有融入很多与之相关的乐器学习，所以也导

致了很多学生在参与团体演奏时，协调能力较差，不能与其

他乐器演奏进行很好的融合。

2.4 教师的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扬琴教学除了基本的演奏技法，还涉及到演奏的姿势、

肢体放松等多种训练，需要教师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结构以

及较强的演奏技术，才能在教学活动中发挥教师的作用，如

果教师本身的扬琴演奏技艺有限，则可能会为学生传递一些

错误信息，导致学生无法养成正确的演奏习惯和方法 [1]。受

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从事扬琴教育工作的教师数

量不多，而且在专业素养方面也有待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扬琴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3 扬琴教学改革的内容

3.1 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只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

地位，才能保证一切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所以，教师要考

虑到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坚持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适当的改进，使其更加符合当前

扬琴教学的需要，从而有效地提高扬琴教学的质量。对于具

有一些演奏基础的学生，则可以适当的加强演奏的强度，并

且着重针对学生演奏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进行纠正，帮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演奏习惯。总之，教师要将学生视为课堂的主体，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选择方面要尊重学生的实际情况，

采取有针对性的训练，才能有效促进学生演奏技法的提升。

3.2 教学内容多元化

在教材的选用方面，要坚持多元化的要求，除了基本

的乐理知识方面的教材，也可以在教学内容中加入一些可以

引起学生兴趣的内容，如一些扬琴演奏的作品素材，可以在

课堂上播放，让学生听后发表体会，教师则可以通过学生的

讨论了解学生对扬琴学习的兴趣点以及难点，可以更好地开

展教学活动。

3.3 增加实践教学的内容

通过演奏的实践练习可以帮助学生理顺扬琴演奏的基

础乐理知识，也可以使学生在训练中不断强化自己的演奏技

法。所以，教师要针对实践环节，合理设置教学内容。比如

组建一个团体，可以参与校内和校外的各种文艺活动，为学

生创造更多实践的机会，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演奏技法的掌

握，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积累演奏经验，消除演奏过程中的

紧张情绪，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演奏能力的提升 [2]。

3.4 加强教师的专业素质培养

作为教师，除了掌握基本的乐理知识以外，也应当坚

持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演奏能力，从作品的风格、

内容以及情感等方面对扬琴演奏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将

其与教学活动的开展紧密结合，实现教师自身综合素养提升

的同时，也有利于从中探索出更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增

强教学质量。

4 扬琴教学改革中的新技法

在扬琴教学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相关的专家学者

也对扬琴演奏技法进行了不断探索和研究，结合教学活动的

有效开展，形成了几种新的演奏技法，主要如下。

4.1 在演奏技法方面对民族乐器的借鉴

扬琴演奏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对于其他

民族乐器演奏技法的借鉴，正是推动扬琴演奏技法持续发展

的有效途径，如扬琴演奏技法中勾弦、滑抹音就借鉴了古筝

中抓弦、揉弦的技法。

4.2 通过乐器改良实现演奏技法的创新

扬琴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演奏乐器，通过对乐器的改良

可以促进扬琴演奏技法的创新，如双音琴竹技法，与普通的

琴竹技法有很大差异，主要是在普通琴竹的基础上通过对音

程关系的运用增设了一个琴头，右琴头和左琴头各自之间的

音程关系分别为四度和三度，当两部分琴竹同时演奏时，便

能够演奏出各种三和弦作品。这种改造可以使扬琴的演奏更

具鲜明特色，有利于拓宽扬琴艺术的发展空间。

5 扬琴教学改革对扬琴艺术发展的影响

5.1 对扬琴音色的影响

在扬琴教学改革中加速了很多演奏新技法的形成，对扬

琴演奏音色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扬琴演奏中，可以模仿各

种自然界的声音，如鸟鸣、风雪声等；也可以对其他打击乐器

的音色进行模仿，这种模仿和借鉴的方式促进了扬琴演奏风格

的多变，为扬琴演奏赋予更多内容上的展示，听众在欣赏音乐

作品的同时，也可以根据不同声色的变化想象音乐中表达的情

境，使扬琴在演奏旋律上显得更加有节奏和韵味，可以丰富扬

琴演奏的内容，使扬琴演奏受到更多听众的喜爱 [3]。

（下转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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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地里，金达莱香（自然）和融为一体的樵夫，谁不压迫

或强制谁。另外，在这首诗里也不会暴露艰难的现实，引起

敌对性的愤怒或怜悯之情。只是通过抒情来畅想实现一致幸

福的生活。

这里诗人所指的童心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情感而

获得。这种世界认识将自然纯真视为童心。这与方正焕形成

的同情的童心区分，也分为想要摆脱“善良”和“怜悯”的

童心。逐渐地，在韩国现代儿童诗人的对于童心的逐渐构造

过程中也发现了儿童的伟大之处，1930年后期，韩国的儿

童诗人们削弱了自身对儿童的意志和先验，相互构成对话和

沟通关系中对童心的认识正在形成 [6]。因此，诗人的声音不

是被同化，而是承认大人和儿童的差异，形成了儿童成为主

体的童心。

6 结语

主要以韩国 1923—1930年前后的历史经历为背景，初

步观察了韩国童心的构成历程。通过方正焕等诗人们的儿童

诗，比较和整理了人道主义的童心和反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童

心，使童心的实体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清晰。

注释

① KAPFKAPF 这 个 名 字 是“

Fedeatio”的缩写是世界语的名字。世界语是为了克服 19世

纪末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着各种民族的内讧，由霍夫博士设计

的语言。认为沟通困难就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的霍夫创造

了世界共同语言，那就是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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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音乐形象塑造的影响

扬琴音乐中表现的形象一般可以分为作者自身形象的

塑造和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者自身形象的塑造方面，

往往没有具体的清洁，只是通过音乐，运用不同的演奏技法

体现作者心理和情绪的变化；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则通过

在演奏过程中描绘不同的场景、人物性格来实现，如乐曲《昭

君怨》中，运用了滑抹音、颤音、顿音、大量装饰音等演奏

技法，乐曲的旋律充满了一丝寂寞和幽怨，刻画了王昭君远

嫁“和番”，为民族团结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形象。

5.3 对扬琴音乐风格的影响

音乐风格指的是音乐艺术的创作和表演过程中体现出

来的独特的格调和韵味，对于扬琴的演奏来说，通过不同的

演奏技法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演奏风格，而这也正是区分不同

演奏流派的重要标志。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扬琴的艺术的发

展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如何区分不同地方的民族风格，

就需要依靠扬琴的音乐风格。所以，教学改革中体现的对

扬琴演奏技术的创新技法，有利于促进杨琴演奏流派的丰

富性，有利于发挥扬琴在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独特音乐

魅力。

6 结语

在当前的扬琴教学中还存在着如忽略学生主体地位、

缺乏足够的实践以及扬琴教师综合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需

要针对扬琴教学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扬琴演

奏的技法，对扬琴艺术有更加系统结构和全面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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