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gazine
110

Magazine
111

Music 

浅谈如何巧用打击乐器“击”活音乐课堂
■文/韩晶  

【摘要】素质教育的改革力度不断深入，学
校对于学生的声乐、美术、体育等技能的加强也
越来越重视。打击乐器作为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
之一，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巧妙的运用
打击乐器使音乐课堂气氛活跃成为现今音乐课堂
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本文就如何巧用打击
乐器“击”活音乐课堂的方法做出简要探析。

【关键词】打击乐器；音乐课堂 ；方法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学生要学习常见的打击乐器，
能够用打击乐器或其他音源合奏或为歌曲伴奏。艺术来源
于生活，音乐中的节奏、音色、色彩等都可以在大自然中
被感化。音乐是一种极其富有吸引力的艺术，很大的程度
上音乐是一种通感的艺术形式。音乐作为音符语调的主观
教学导向，音符、节奏都比较抽象，如何使音乐的教学更
具形式感，更好的让学生发现动与静、强与弱、长与短的
变化。作为音乐教师更需要拿起音乐的节奏标志即打击乐
器，来揭开音乐的面纱，帮助学生更好的体验音乐的感触，
引领学生进入美的享受。

一、打击乐器引入音乐课堂的意义
在课堂中引入打击乐器，在满足学生打击乐器的乐

趣的同时培养学生一种更加灵活多变和适应学生心理的方
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和基本
技巧，培养学生感受音乐理解音乐的能力。就像美国的音
乐学家詹姆斯莫塞尔所说的，打击乐器不仅仅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音乐，其更是通往音乐的桥梁。把打击乐器融入到
课堂是现代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
音乐素养，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进而引导学生进行
创作演奏和合作演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生在学校期间是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
学生具有极其丰富的情感，活泼好动，其自身的注意力往
往不能很好的集中与课堂中，让学生一整节课均跟着老师
听、唱、读、说、跳、动是远远不够的，教师应多多的创
造机会，让其可以充分的参与到各类的音乐活动中，感染
音乐带给学生的艺术感染力，来获得艺术审美的高度体验。
在现代社会青少年的音乐活动中，身边的打击乐器因其自
身带有浓郁的质朴、清新、乡土气息，往往很容易掌握，
贴近学生的生活。打击乐器进入课堂对于学生的观察力、
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注意力发挥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
更好的培养学生的锲而不舍的思想以及顽强的意志力有重
大的意义。学校通过开展集体打击乐器的演奏活动，使学
生在参加丰富多彩的乐器演奏中获得心理和生理上的成长。

二、将打击乐器融入音乐课堂的方法
打击乐器的音乐教学包括选择乐器和传授乐器演奏的

正确姿势和方法两个方面。在乐器的选取中应当遵循：（1）
为方便集体演奏，应选择统一的音高的乐器。（2）物美价
廉，可以承受。（3）音质好、音色美，能够引起学生充足
兴趣的乐器。（4）容易操作，技术要求不高。现在常见的
适合学生使用的打击乐器大致上有两种，旋律性的打击乐
器和节奏型的打击乐器。旋律性打击乐器主要有 ：水杯、
铝板、碗、悬竹等。节奏型打击乐器主要有 ：矿泉水瓶、
小快板、汤匙、纯净水桶、三角铁、碰铃、沙锤等。另外
将打击乐器融入音乐课堂的途径有 ：

1、观赏。观赏部分的作品可充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中国古话有着 ：“书读百遍，其义子见。”学生在真正
的打击乐器的过程中，通过亲身的感受和接触不断的体会
打击乐器的神秘内涵以及给人们带来的美感。当他们在接
触打击乐器的时候，首先要培养学生对打击乐器的兴趣，
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1）让学生多多欣赏一些经典
的打击乐器作品，感染学生对打击乐器的氤氲感。例如 ：
打击乐《农家乐》的演奏是通过使用高脚桶、锄头、酒坛、
竹杠等二十多种乐器组成的。教师可以让学生欣赏其中的
平常家具的打击作用，打破传统的熟知乐器界限，让学生
充分感应、耳目一新。（2）介绍一些国外知名的打击乐器
组合，例如 ：STOMP 组合、LOUD 组合、OUT 组合等，
其均是利用一些日常用品作为表演的乐器来进行表演的，
他们的作品都会使学生惊叹不已。

2、发掘。对于打击乐器的发掘可以通过自行的制造
与制作来得以实现，在欣赏各类各样的打击乐器表演之
后，教师可以以学生的兴趣为辅导音乐的基础。例如：（1）
老师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节奏型打击乐器，如往矿泉水
瓶中灌不同程度的水来实现节奏的不同，也可以让学生
带来家里用的一些瓶罐、餐具等。（2）学生在充分了解
节奏型打击乐器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找旋律型打击
乐器。老师可以让学生同桌互相合作，发掘，共创旋律
性打击乐器，使用大小不一的碗和杯子作为工具。在演
奏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把大小不一的碗和杯子放在一起进
行敲打，产生高低不一的音调，进而产生各种不同声音，
十分的清脆。另外在碗里和杯子里面装上不等量的水，
再进行敲击也会产生不同的音高，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
学生还可以利用现有的笔套或者塑料袋吹出旋律作为配
音，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3、创造。传统唱歌课的教学模式为 ：“发声练习——
学唱歌曲——处理重难发声点——模拟感情 "，此种模式虽
然比较科学，但长期沿用这种方法，很容易造成学生精神
和声音上产生疲劳感，也容易使学生对唱歌失去兴趣，对
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尤为重要。学生经过教师
不断的引导，会自行的去搜索、摸索身边可以进行打击的
物件，自行创造打击音乐，自行寻觅与众不同的打击乐器。
例如 ：老师可以引导学生选用啤酒瓶盖或塑料瓶盖做成的
响板，也可以选用小石头做成的串铃来进行演奏，形象又
漂亮，声音又清脆。教师要抓住歌曲要表现的情境进行乐
器演奏，积极调动学生的创造性。

三、结束语
利用行色各异的打击乐器来辅助音乐教学，教师利用

打击乐器充分引导学生的音乐素养，督促学生动手动脑的
参与其中，让音乐教学充斥着热情、兴趣，让音乐成为辅
助学生心灵的教学工具。为达到音乐与打击乐器相融合扶
正的作用，本文就打击乐器引入音乐课堂的意义及将打击
乐器融入音乐课堂的方法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为打击乐器
在音乐课堂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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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性分析
■文/于琳 

【摘要】钢琴是一种源于西方并是西方乐器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始于赵元
任，他在1915年发表发布了我国第一首钢琴曲，
至《百鸟朝凤》以及《夕阳箫鼓》的创作完成，
王建中和黎英海等音乐家将我国的民族化的钢
琴音乐推向了更高的层次。我国的钢琴音乐作
品采用模拟民族器乐的音色和演奏技巧对我国
传统音乐进行逐步改进，不仅仅从演奏艺术上
还要从音乐的内涵入手，深层次的体现我国传
统文化气息。

【关键词】钢琴；钢琴音乐；民族化；音色；
中国传统文化

引言
钢琴是一种源于西方并在西方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

自传入中国伊始，国内的音乐家就梦想着将钢琴音乐作品

加入民族化的元素。通过音乐家几个世纪的坚持不懈，我

国已经诞生了众多的优秀钢琴音乐作品，这种带有民族特

色的作品创作手法极为独特，并且而且在不断的发展中还

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始于赵

元任，他在 1915 年发表了国内第一首钢琴曲，之后萧友

梅和沈仰田等对国外钢琴曲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再创作，随

着王建中的和黎英海的大量相关作品的完成，将我国钢琴

音乐民族化的发展推向了更快的速度。

并且，分别以音色以及音调的民族特性为基础，将民

族化的钢琴表演融入其中，对国内钢琴音乐作品进行民族

特征的演绎。进一步突出国内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性。

一、音调和音色的民族化特性
目前，我国的钢琴音乐的创作，通常是利用西方原有

的作曲方法对我国传统音乐加以融合改造。即以传统音乐

为底本。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反映，它

通常采用颤音和滑奏的演奏手法进而修饰和表现出来一种

线条美的音色，纵观目前流行的钢琴音乐作品会发现传统

音乐的音色和演奏技巧也被大量的应用，例如模拟民族器

乐的音色等。音色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的表

现，翻阅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它具有

十分突出和民族化音色所表现的浓重的民族特色韵味。然

而，中国的民族乐器具有相当独特的音色和音调，那么这

个独特的音色和音调会让音乐演奏过程表现比较浓郁的反

映中国文化的气息，它也是体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我国

的大多数人的审美情趣的方式。对于钢琴作音乐品中采用

模拟民族器乐的音色表现形式，这样不仅可以使广大观众

由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熟悉而产生的丰富的联想，也使得广

大人民群众对于具有模拟民族器乐的音色钢琴音乐作品产

生更多的认同感。在我国有众多的钢琴音乐是运用了民族

乐器奏法。并且，这些作品通常运用的触键、奏法以及踏

板等都不尽相同，演奏人员在演奏民族乐器奏法时，必须

同时结合西方的演奏技巧，才能使所演奏的作品表现出更

出色的感染力。

二、民族化联想
与传统中国音乐不同，钢琴是一种固定音高的按键式

乐器，钢琴的音色和润腔比较单一，不能和我国众多传统

乐器一样，可以演绎出极其细微的音高。通常情况下，钢

琴在发音以后，其产生的音量不能逐渐加强，这一点有别

于我国的民族乐器。由于它的音量是逐渐减弱的，这使得

钢琴没有中国传统器乐那么富有表现力。所以要生动传神

地表达民族音乐的神韵，仅靠创作的中国化是不能实现的，

还同时需演奏者的配合，通过利用特定的演奏方法及技巧，

保证钢琴可以在音区及音量上产生丰富的对比，是指具有

民族乐器的特点，这也就是钢琴演奏中的联想。例如 ：演

奏人员演奏《夕阳箫鼓》时，他的心中要出现哪一种传统

乐器的音调和音色，以便以自身的旋律演绎得到一个纯净、

甜美的乐音环境，加之田园诗般的意境，将中国传统乐器

所具有的美学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演奏人员在演奏作品

时，其心中要对作品进行分析，同时模拟民族乐器的演奏，

在心中将这一过程超前完成。从而，可以使得作品的民族

化更为突出，表现力更为强大在钢琴演奏时，有形的联想

和无形联想是并存的。对我们来说，更注重对音乐艺术意

境的追求。我国器乐演奏中的评价标准“内得于心，外应

于器”更能体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超乎具体的作

品之外的且具有主观性的无形联想。

三、结语
我国的钢琴音乐作品血缘和我国传统器乐音乐作品是

息息相关的。我国的钢琴作曲家们为了体现作品的民族化

的特征，会将我国器乐的曲调以及西方的作曲方式想融合，

并运用带有民族色彩的音调和和声，在模拟民族器乐音色

的基础上追求能反映民族神韵的新音色中国钢琴音乐作品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民族化的特点已经体现在创作和

演奏风格上，产生了具有民族化特性的风格。通过利用特

有的创作方式和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音乐吸引了众多观

众，同时展现了我国民族钢琴作品的生机活力。在多元化

融合的世界，我国的钢琴音乐作品在保证发扬传统音乐前

提下，吸收和改进国外钢琴音乐艺术的精华。通过彰显我

国钢琴艺术所带有的民族特征的手段使我国的钢琴音乐民

族化特性焕发出更具有生机和更加繁荣昌盛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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