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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器乐人才的培养面临学生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动力不足、缺乏明确目标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挑

战。以提升教育质量为目标，从演奏基础的客观性、音乐人才培养的主观性，以及“五步”课堂模式三

个方面入手，通过有效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实

现教育的真正价值和魅力。 
 
关键词 

民族器乐表演，表演人才培养模式，音乐审美 
 

 

Research on the Endogenous Logic of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Performers 

Wenting Kong 
Arts Academy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Oct. 14th, 2024; accepted: Nov. 12th, 2024; published: Nov. 19th, 2024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talents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uneven professional 
levels of students, insuffici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ack of clear goals and innovative spirit.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the objectivity of performance foundation, 
the subjectivity of music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five-step” classroom model, through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ultivate their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so as to realize the true value and charm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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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51.6%，在校大学生 4002 万，已

经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量”的扩展，却缺乏“质”的变化。在普及化时代中，高等

学校的民族器乐人才，以文化课分数较低的优势，进入到音乐学院、一本或 211 和 985 的大学。学生入

学的专业程度差异性较大，有多年累积经过专业化训练，有扎实的基本功及音乐性，也有短时期集训上

来的学生，基本功缺乏训练，存在音乐性很难表达的现状。入校后，大部分学生以终于上岸的心理，对

专业学习处于松懈和躺平的状态，主观上和内心不能找到从事专业的意义、目标，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及价值观，而处于迷茫，缺乏学习的动力，学校学习的课程，按部就班地学习，但缺乏思考

性、好奇心、创新性、学习和练琴的勤奋度不足，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大四就业，面临没有足够的知

识和能力储备就面对就业的形势和条件。无法在思想和精神上，充实自己，健全人格，对国家、社会作

出贡献和服务。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学生能力提升以及艺术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力培养、核心驱动力提升、

培养机制、创新教育形式以及思政融合等方面。徐浩等对学生能力培养进行研究，发现学生能力提升存

在资源的利用率较低、提升意识淡薄、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不高以及课程结构设置不合理等四个问题[1]，
通过扎根理论对学生能力提升路径进行构建。李芳对学生职业核心能力提升路径进行研究发现，知识与

技术相互吸收与转化的作用过程对学生的能力提升有一定的实质效果[2]。翟小蒙从思政融合角度对学生

培养机制进行研究，发现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学生思政培养的优化改革也需要不断促进，

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3]。周徐基于美育思想对生态式艺术教育进行研究，认为生态式艺术教育是一种新

型艺术教育范式和教育理念，也是一种美育思想[4]。李欣倩结合典型艺术教育案例详细讨论了推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方式方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5]。 
本文主要通过从演奏基础的客观性、音乐人才培养的主观性和“五步”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内

在地、主动性地去学习，形成内生逻辑，从而让学生逐渐将基本功技术训练和中国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价值观、音乐审美精神上的升华、学生个体个性化相结合，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感受学

习的意义和终身成长的学习思维，有目标感，能够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下面从音乐人才培养的演奏基础客观性、主观性、课堂模式三方面来研究。 

2. 音乐人才培养演奏基础的客观性 

演奏器乐，离不开扎实的实践功底，也就是基本功，是任何技能学习的起点，它为后续的学习和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弹拨乐为例，右手演奏技巧中最常用的弹挑。练习弹和挑的力度、时值均匀、

有余音、音色通透，都需要正确的方法，使之发力，并有控制地弹奏出来，速度越快越容易变形，力度越

大越容易用力，这些基础的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增加手感对音进行控制，不是短时期一蹴而就可以的。

一首作品的完成，首先，听到的就是音，右手的弹、挑是创造音符的开始，基本功不足的表现为，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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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声音虚或者力度极大、声音很硬，都不能将作品正常地进行舒适和准确的表达。技术是为音乐服务，

只有基本功扎实，才能有控制地弹奏，将作品中的内容，用适当的音色和力度进行表达。比如：现在音

乐本科生，一届几个学生在弹奏同一首作品，即使都能熟练弹奏乐曲的情况下，基本功音色的扎实，让

乐曲的旋律音能够清晰干净地演奏出来，也是形成学生间巨大差异的地方。 
节奏性的准确也是基本功的重点。乐曲的旋律是由音和节奏组成，节奏是音乐旋律的骨干，节奏在

运动中，才形成音乐的韵律。比如有的本科新生，新生汇报，曲子弹得很娴熟，自己的演奏肢体和情绪

也很高，但听到音乐却和肢体及情绪是不符的，音乐闷在里面非常难受，这时节奏的准确就至关重要，

不能忽快忽慢，就需要对音符时值有很高的要求，就是准！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都有音符

间时值要求的长度，要清晰音符的长度并演奏出来，需要细致而精准的训练，要不节奏会不在点的出来，

发不上力，演奏者也会非常难受，无法在合适的节奏点上得到释放。 
再次，分析乐谱的理论功底，也是演奏者识谱的能力，这也是客观内容。学习认识简谱和五线谱分

析乐谱，调式调性、拍子、曲式分析、段落与乐句的划分、呼吸气口的分析都是对乐曲的理论分析。写在

纸上的乐谱，只有经过演奏音响才产生艺术效果。受过专业训练的有读谱能力的人，固然从读谱中可以

领略音乐作品，但那也是所谓内心听觉，把读到的乐谱在头脑中想象为声音，逐渐在脑海中形成旋律，

才能感受到音乐的表现力，再指导手指的技术完成。 

3. 音乐人才培养的主观性 

音乐人才培养的主观性，是演奏者对演奏技巧开始进行控制，有助于学生思维的创造性，如：音乐

性，包含的力度、速度、音色等；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对音乐空间的塑造等，构建一套具有极强理论支撑

以及目标明确的民族器乐表演人才思维能力提升的教学模式。 
1) 音乐性。包括：音高、力度、速度、音色等，主要是人对音乐要素的控制力。在这里，人的主观

内驱力开始发挥作用，思想和情绪上的起伏，赋予音乐的情感表现，比如：力度上的强弱变化、速度上

的快慢变化、音色上的明暗对比、时值的长短、乐句的呼吸和律动，都使旋律丰富起来，因此对音乐要

素的控制力，构成音乐内容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音乐要素的控制还塑造了音乐的空间感、体积感和色

彩感，这部分使我们要打开意象美学空间。 
2) 音乐美学空间的构建，声音能够塑造空间感、体积感和色彩感。音乐中所构成的这种空间感不是

实际的空间，而是“脑海”中的空间，是“意象”中的空间[6]。它是朦胧的、隐约的，这种空间感给我

们以充分的联想和想象的可能，给我们的审美活动带来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丝路驼铃的引子，以泛音

技巧开始，运用力度上，由弱渐强的变化，体现广阔的沙漠上驼队由远及近地走来，如图 1 谱例 1。 
 

 
Figure 1. Example 1: “Camel Bells on the Silk Road” 
图 1. 谱例 1：《丝路驼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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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体积感也如此，我们听声音会感到音色的分量，如：轻飘、厚薄等，通常，清脆的音色往往来

自质量很薄的物体，沉重的声音，其发声体积大抵比较笨重。比如：丝路驼铃慢板部分，这一段体现的

驼队行进沉重的脚步，该段运用扫弦的技巧，3/4 拍子，扫弦压弦向下，由内心做引导，身体向下沉下去，

扫弦沉重而有共鸣，体现了骆驼沉重的体积感，而后面的两个双音，采用弱的力度，弹完手腕向上送，

体现骆驼深一脚浅一脚前行的状态，如图 2 谱例 2。 
 

 
Figure 2. Example 2: “Camel Bells on the Silk Road” 
图 2. 谱例 2：《丝路驼铃》 

 
色彩感，听觉比起视觉来，其混合感是不一样的，不同彩光混合起来，就会形成一种新的颜色，互

补的彩色成为白色或灰色(如黄与蓝、绿与紫等)，不互补的则产生新色(如红与绿得黄、红与蓝得紫等) [6]。
但同时听到不同的声音时，尽管也会融合在一起，成为所谓“和声”或“单音的混合音色”的现象，比

如：丝路驼铃，慢板最后的两个琶音(如图 3 谱例 3)，琶音一个上行，演奏在弹奏上，拨子贴着弦，由深

入浅的，弹琴点逐渐上移，一个下行，拨子贴着弦，由深入浅的，弹琴点逐渐下移，脑海想象，太阳西

落，夕阳落入地平线这份桔红暖色调。 
 

 
Figure 3. Example 3: “Camel Bells on the Silk Road” 
图 3. 谱例 3：《丝路驼铃》 

 
《松风寒》中的第一段，如图 4 谱例 4 采用泛音的演奏技巧，速度为自由，右手弹琴点靠近琴码，

使音符更加明亮，过弦速度较快，使音符有力量，使声音听起来清冷，夜晚月光洒在有风的树林的感觉。 
 

 
Figure 4. Example 4: “Cold Pine Wind” 
图 4. 谱例 4：《松风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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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美学空间的构建对音乐内容尽可能地联想和想象，给审美活动带来了想象的空间，能够让我们

有更好的知识内化，让我们有思想地把音乐表现出来。 
3) 人对乐曲思想内涵的理解，也是学生对音乐感悟的过程。在具备音、节奏和演奏技巧的基础，并

对音乐性会控制的条件下，才能构架乐曲的灵魂。因为学生对乐曲内容了解越深刻，越有感悟，才有思

想情感、有表达地演奏，这部分是演奏音乐的灵魂与火花。感悟，来源于对文化和正确思想价值观和精

神的探索，也是我们能够有创新性，二度演奏的关键点。 
如乐曲《满江红》这首作品，乐曲描写宋代抗金将领英雄人物岳飞，首先分析乐曲段落和理解音乐

内容，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表现岳飞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第二部分表现英雄昔日战场的生涯、第

三部分是激烈且深情的母子之间的亲情和岳飞与百姓之间的亲密感情、第四部分表现岳飞对其命运的抗

争，对于奸臣的诬陷，更是对未能实现自己“精忠报国”理想的遗憾和无限的哀痛[7]。从上文分析我们

可以看出，乐曲体现了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气概、忠诚和信仰以及悲壮情感，在这个情

感里来塑造完成音乐。以第一段来分析，主要体现的气吞山河的气势，采用扫弦技巧，需要运用极强富

有爆发力的扫弦来体现人物的英雄气概，如图 5 谱例 5，在这里如果缺乏音乐内容的理解，没有精神情感

基础，只能完成大而强，毫无感情的扫弦，将无法表达乐曲人物的理想、决心和气势。在这里演奏技巧

和技巧的运用都是在对此段的音乐进行支撑表达。 
 

 
Figure 5. Example 5: “Man Jiang Hong” 
图 5. 谱例 5：《满江红》 

4. “五步”课堂模式 

课堂教学模式的安排是音乐表演人才质量的有力保障，合理顺利的模式有效确保了高校音乐人才培

养模式的顺利实施。“五步”课堂模式是梳理出课堂的五个环节，即：预、检、探、思、固五个步骤。其

教学环节清晰、目标明确、突出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培养学生的学习思维、独立的思考性、应用性，从内

在提升学生的逻辑和能力。本人在近几年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学生在课堂上，逐渐建立一套学

习思维和能力，清晰知道乐曲学习的重点与难点。如乐曲参赛的作品，不仅仅是比拼谁演奏的乐曲速度

快和力度大，而是音乐适合的速度和力度、音乐的控制力、音质音色的把握、技巧的运用以及对音乐的

理解和对音乐精神的把握。如：在 2024 年的中国文化部主办的第八届全国青少年民族器乐教育教学成果

展示比赛中，本校学生在比赛中成功入围，进入决赛的展演，取得优异的成绩。下面阐述一下“五步”课

堂模式，包括：预、检、探、思、固五个具体步骤(图 6)。 
 

 
Figure 6. Map of “five-step” classroom model 
图 6. “五步”课堂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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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学生在学期初对整个课程的大纲和目标有个初步了解，明确学习的方向和重点。在每节课前，

学生对具体的知识点进行预习，尝试和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如：学生根据上周老师布置的课堂预习内

容，将之前掌握的预习练习曲或乐曲的新内容的重点和难点(调性、音准、节奏、指法安排、力度标记)
熟练运用。 

2) 检。通过检查预习效果和上节课内容回课，将内容演奏一遍，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问题

是否解决，重点和难点是否掌握。如预习的内容，在调性、音准、节奏、指法安排、力度标记等环节上有

不足的地方或疏漏的地方，进行补充；回课的内容，重点和难点没有体现出来或得到解决的，要完善思

维，运用方法得到解决。 
3) 探。引导学生共同探究问题。在课堂中积极讨论、交流、启发，共同解决问题。如：对新内容乐

段技巧的运用、旋律的塑造、乐曲的分析和音乐情感的表达。 
4) 思。在探究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学生通过反思自己的

学习过程和方法，不断改进和提高。如：乐曲《满江红》第一段体现的是岳飞的英雄形象，用扫弦轮、扫

弦、扫拂弦来完成。首先分析乐曲的情感表现，运用有爆发力的扫弦来体现，那么学生有这个情感思维

的意识，就不能弹出无力的扫弦，有这个情感基调，通过力度的张力将其更加形象和准确地表达，学生

根据对作品的历史背景、人物分析，结合自己的审美，将其富有创造性地转化表达出来。 
5) 固。课堂结束前，教师对本节课的重点内容进行总结和巩固，帮助学生梳理知识体系，加深记忆。

突出拓展知识，学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视频等方式，加深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和感悟。 
综上所述，作为音乐表演专业的本科学生，应专注于专业，在专业上不仅需要在“功夫”(基本功)要

扎实，音乐性有极强的控制力、音乐的理解也需要有深度才能更加准确地表达，教师在课堂模式的有效

实践才能对学生的知识有效内化，达到本科的教学目标。中国民族器乐，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意境，演奏者通过民族器乐将其表达并传播出来，才能符合现在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学以致用，发挥其

真正的价值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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