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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视角下高校古筝教学策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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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精神纽带"古筝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人文内涵"是中华民族文

化因子的具体表现"高校古筝教学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文化认同视

角下"高校古筝教学策略主要体现为(明确古筝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采取自主#合作与探究式教学方式$将德育

融入古筝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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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音乐表演的内核是对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认#

'文化认同也是一种对于自我的认同#其一#文化

的精神内涵对应于人的存在的生命意义的建构#

其理论内涵对人的存在作出价值论证#这都是政

治认同-社会认同等所没有的外延#即它们更多对

应于人的存在的外在表现#无法支撑个体对内在

自身存在和存在价值的确认$其二#文化是有根源

的#它先于具体的个体#通过民族文化特性的遗

传#以无意识的形式先天就给个体的精神文化结

构型构了某种3原型4&(

)!*历史悠久的古筝#是中

华民族传统乐器的典型代表#其音色丰富#既可清

丽优美#又可浑厚磅礴#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其

所体现的审美意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

分& 筝乐文化作为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是高校

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学生对于古筝文

化有着天然深厚的认同感#这极大地有利于推动

古筝教学&

!5加强文化认同%促进古筝教学

'文化认同".OMQOUEM(&R/Q(QJ%意指个体对于

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从而

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 文

化认同包括社会价值规范认同-宗教信仰认同-风

俗习惯认同-语言认同-艺术认同等& 在个人层面

上#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

认同#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民族文化#从而保

存和光大民族文化#并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

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

)#*古筝音乐是中国

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对古筝的喜爱以

及对筝曲的欣赏#便是一种艺术认同#也就是文化

认同的体现#可以从中获得文化归属感& 文化认

同具有鲜明的价值观#从社会层面上看#构成了文

化群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反映民族精神风貌-价值取向-

心理结构的民族文化& 当代青年中国传统文化认

同对个人-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作

用&(

)**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结构-价值体系的基

础上#青年学子们能够自然而然地欣赏古筝以韵

补声的特色#理解筝乐中的人文内涵#包括'有我

之境(情形下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以及'无我之

境(的中国特色式意趣#并能够深刻体会其中的

爱国主义情怀#反之#古筝教育也能够进一步加强

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那如何让古筝教育充分发挥培根

铸魂的作用呢. 笔者以为#应该进一步明确古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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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采取自主-合作与探

究式的教学方式#并将德育自然地融入古筝课堂&

#5明确古筝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

一个学科的核心素养应当包括三个方面!概

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以及价值性知识& 正如学

者李润洲所言!'从知识结构来看#学科核心素养

至少呈现为三种形态!一是从结果上看#由事实或

概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与价值性知识构成的层

级结构$二是从过程上看#由3价值旨趣m问题m方

法"论%

m事实或概念性知识4构成的顺序结构$三

是从过程的结果上看#由事实或概念性知识-方法

性知识与价值性知识构成的层核结构&(

)3*对于

古筝教学而言#基本的乐理知识-古筝的结构名

称-筝乐的历史演进与流派风格等#属于概念性知

识$演奏技法与演奏处理属于方法性知识$表演风

格形成的原因则属于价值性知识& 在设定教学目

标时#一定要兼顾这三个层面#并在具体的教学实

践中将三者进行融合& 例如#在制定客家筝曲

+出水莲,的教学目标时#既需要充分考虑客家筝

曲历史渊源-风格特色以及'软弦调式(等概念性

知识#又需要考虑'夹弹法(-特色'花指(-力度层

次及表现力等方法性知识#还需要将客家筝曲风

格形成的原因-乐曲+出水莲,所展现的意境等价

值性知识纳入考虑范畴& 很多时候#风格和技法

是互为因果的#正是由于特色技法的运用形成了

独树一帜的流派风格#如客家筝派中快速有力的

'花指(-突出'根音(的夹弹法让音乐充满了硬朗

古朴的风格#与此同时#特色技法也成了一种要

求#不同筝派的风格就是通过不同的演奏技法来

呈现#如若在客家筝曲中采用舒缓清丽的 '花

指(#整个乐曲便会失掉应有的韵味& 那么#这种

'韵味(从何而来. 由此发问#便是价值性知识的

体现& 据此#可以看出#古筝核心素养的三个知识

层面是互相融合的& '在布鲁纳看来#任何学科

都拥有一个基本结构#掌握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就

把学科所包含的诸多事实或概念性知识连成一

体-相互贯通&(

)3*一堂高质量的古筝课#一定是

以价值性知识为统摄#以方法性知识为手段#使概

念性知识自然呈现& 也就是让学生能够对乐曲风

格的形成原因自主发问#运用适当的演奏技法去

表现筝曲风格#进行深度学习& 因此#在进行古筝

教学时一定要明确核心素养的三个维度#以古筝

教学的价值性知识引领教学实践#让学生深入掌

握演奏技法等方法性知识#自然习得筝乐风格特

色及相关学术用语等概念性知识& 古筝的价值性

知识关涉民间音乐-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文化#在古

筝教学过程中#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我国民间音

乐的丰富多彩和筝乐内涵的深厚#进一步增强学

生的文化自信&

*5采取自主$合作与探究式教学方式

明确了古筝教学的核心素养#还需要运用科

学的教学方式#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传

统的古筝教学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是讲解0示

范0模仿练习的程序#这个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

提高知识的传授密度#然而#却不能发挥学生的自

主性与创新性#也难以达到传输价值性知识的目

标& 因此#在古筝教学中#要充分采用'自主-合

作与探究式(的教学方式& '自主学习是指学习

者自主激活和控制自身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以系

统实现个人目标的过程"A(P

4

PRUPE/ h@.LO/0#

#$!!%22合作学习是指在教学中学生运用小组

共同活动以便最大限度地促进自己及他人的学习

"Y'LS'/ hB'MOKR.##$!*%22探究学习是指学生

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库#把个人想法引入讨论中#

确定学习经验中的重要概念#并改变自身的态度

和行为的学习 "_OLMQLEO#?E/('QRS#h ;ES[EU(#

#$$2%&(

)"*在古筝课堂上要通过发挥学生的自主

性#让学生主动地为自己的学习内容-学习进度以

及学习效果等方面负责#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老师

的教学& 如在古筝的选曲方面#教师就可以和学

生共同商量#让其在演奏技术范围内自由选择乐

曲进行学习#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在教学过程中#需充分运用提问技能#问

题的设置要具有启发性与拓展性#并且要在恰当

的时机发问& 譬如在学生已经对乐曲基本熟悉的

情况下#可以询问学生对于乐曲情感内涵的理解#

并让他们主动思考这种意蕴要通过怎样的音乐处

理来表现& 在符合乐曲基本逻辑的基础上#允许

学生的处理有自己的音乐个性#不必照搬教师或

者是演奏家的音乐处理#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

自主能动性& 在集体课与古筝重奏中可以充分发

挥合作式教学模式的作用#在集体课课堂#学生之

间可以互相观摩-点评#通过相互探讨的方式进一

步巩固知识点$在古筝重奏中#学生通过不同声部

之间的配合演奏#能够体会筝乐表现形式的多样

性#由于重奏中的强弱处理需要演奏成员共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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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从而形成演奏默契#因此这也是发挥学生学习

自主性的一种方式& 探究式教学则贯穿于古筝教

学始终#如在讲解演奏技术时#不能让学生停留在

单纯模仿动作的层面#而是要让学生主动探究演

奏的原理#充分了解怎样的运指方向才是符合科

学规律的#这样#即使教师不在旁边#学生也能够

自我检查演奏方法正确与否#如此方能真正掌握

演奏原理& 此外#在乐曲处理中#更少不了探究式

教学#要让学生从技术层面追问到深层原因#具体

表现为对乐曲风格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 如上文

提到了客家筝曲+出水莲,的风格是中正古朴#需

要通过突出根音的夹弹法-有力快速的花指来表

现#那进一步思考#客家筝曲风格形成的人文地理

因素又是什么呢. 这样的发问#就让学生不仅仅

停留在知其然的层次#更能主动探究其所以然&

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学生或多或少地会运用到

跨学科"如历史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使

眼界得到拓展#且能提高文化素养& 通过探究#能

让学生了解到客家筝乐是在客家文化这个大沃土

中茁壮成长的$客家人的历史背景-历史文化促使

了客家音乐特色的形成#它的音乐很大部分是有

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的#客家人以中原汉人自居#一

直秉承着正统的中原文明#这种文明的特质是以

'儒家文化(为依托& 因而其古筝音乐也透露着

中正平和-古朴凝重之风格& 正如+出水莲,一

般#让我们感受到客家人在经历南迁时的颠沛流

离以及远离故土的悲凉特质和精神之所在& 同

时#还可以借鉴人类学的离散主义"由于族群离

散是与跨国相联系#因此#在古筝课堂中可称之为

'类离散主义(%来对客家筝乐风格的形成原因进

行分析#客家人原是聚居在中原一带#由于战乱原

因被迫南迁#内心充满漂泊之感#与现居地的文化

必定是有隔阂的#为了寻求归属感便需要借助一

些形式来实现#音乐也就成了不可或缺的一个选

择& 客家人主要住在广东东北偏僻的丘陵-山地

一带#闲时一起吹拉弹唱#婚丧嫁娶时也都有专门

的演奏#久而久之便也在形式上固定下来& 由于

客家人秉承着传统的儒家美学思想及礼乐传统#

故其音乐也颇具中正平和之风& 之后吸收了广东

本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以中原音乐为主的广东

汉乐& 在离散概念中包含着文化多元性三种类

型!吸收与同化-强调个性特点"抵抗%-融合& 前

两者都过于极端#唯有融合是既能保持自身的特

点又能吸收现居地的优质文化#同样在音乐里也

是如此& 广东汉乐也称客家音乐#该音乐的形成

便印证了离散里面最好的一种类型的表现#即融

合& 如此一来#学生在演奏中便能更准确地把握

乐曲风格#使乐曲表达更具内涵#这也是深度学习

的集中体现& 通过'自主-合作与探究式(的教学

方式#能够更好地把握古筝教学中的核心素养#让

学生全面习得概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与价值性

知识#并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5将德育融入古筝课堂

'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不仅要

让学生成才#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成人& 习近平

总书记在 #$!1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

'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

人&(因此#德育也要充分融入古筝课堂& 但值得

注意的是#不能将德育与专业教学割裂开来进行

说教式教育#而要自然而然地融入#润物细无声地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在专业教学的过程

中& 首先#在进行基本功教学时#学生必然会遇到

很多技术难点#而且大部分演奏技术需要长期的

练习方能掌握#这时#教师不仅要在技术层面上予

以指导#更要鼓励学生勤奋练习#培养学生的意志

力#并以此加以引导#让学生明白不仅要有毅力克

服练琴当中的困难#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亦要

如此& 其次#在乐曲情感表达的教学过程中#可以

采取'体验式(德育#'高校德育是一个需要学习

者理性和情感共同参与的教育过程& 教育者必须

抛弃传统说教-灌输和强迫执行等方式#在课堂内

外利用互动教学方式#构建3体验式4教学平台#

促使学习者将仁爱-关怀等道德理念内化为自身

情感体验#以拓展生命视野&(

)1*如在讲授筝曲

+临安遗恨,时#可以让学生在演奏实践中身临其

境地体会乐曲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华彩部分集中

展现了主人公岳飞为报效祖国视死如归的气魄与

无法再精忠报国的伤感#同时还有对奸臣当道的

满腔愤恨& 在结束段中则通过平缓地奏出主题曲

调来缅怀追忆爱国英雄& 如此#能够引发学生爱

国情感上的共鸣#自然而然地加强了爱国主义教

育&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爱国情怀#如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

民族情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早已超越

时空的界限#深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

)2*由此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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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早已成为了整个中

华民族的共同情感#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基因#这

种文化认同也使得古筝课堂上的德育能够顺利展

开& 此外#筝乐文化本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

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

)+*可见#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源#古筝

的教学内容充分响应了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文化

脉搏的号召& 筝乐当中深厚的人文内涵-极具特

色的流派风格#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

多元魅力& 因此#在探究筝乐风格的形成原因时#

可以引导学生了解民间音乐与筝乐之间的关系#

如河南大调曲子对于河南筝曲的影响-潮剧与潮

州筝曲的关系等#能够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民间音

乐的丰富多彩#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于中华民族音

乐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5结语

文化认同是深层次的认同#文化的核心是价

值观#因此#在古筝教学当中#要始终以价值性知

识为统摄#充分运用'自主-合作与探究式(的教

学方式#让学生掌握古筝的核心素养#同时#自然

地融入德育#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专业

教学中#通过对筝乐的深入教学#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信#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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