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胡学习问与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二胡学习问与答>>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6321

10位ISBN编号：7535426328

出版时间：2003-10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李坚雄，王卉波  著

页数：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胡学习问与答>>

内容概要

二胡是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
二胡音色甜美、圆润、明亮、厚实。
二胡的音质接近入声，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二胡演奏特别能体现中华民族音乐气质美和韵味美的艺术特性。
作为独奏乐器，二胡可以把人的内心情感表达得丝丝入扣，维妙维肖；作为合奏乐器，二胡也是民族
乐队的主体，常常担任乐曲的主旋律演奏，是乐队中的主角。
二胡是自娱自乐、遣兴抒怀的称心乐器。
    本书名为《二胡学习问与答》，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一、启蒙入门篇；二、技术训练篇；三、名曲
欣赏篇。
其中第一、二部分，是以问答的形式来解答和介绍在学习二胡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二
胡爱好者们经常所提到的问题。
这两部分是以二胡考为主要线索，以二胡业余教学中的技术训练问题为主要内容来进行探讨和研究。
第三部分，着重介绍十五首二胡名曲的创作年代、乐曲曲式、音乐内容、审美价值和作者简历等。
本书在文字语言上，力求到直接、明了、简洁、易懂；在内容上，力求做到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在
练习上，力求做到为初学者们提供可靠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希望本书能给二胡业余教师师生们一点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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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启蒙入门篇  1.初学二胡需要了解和注意哪些问题？
  2.什么样的人可以学习二胡？
学二胡要具备哪些条件？
  3.什么叫做启蒙入门？
二胡的启蒙入门阶段，要防止哪些偏向？
  4.初学二胡应该从哪里入门？
  5.二胡入门是不是比其他民族乐器的入门要难些？
为什么？
  6.二胡入门有诀窍吗？
  7.二胡入门难在音准，怎样才能把音按准？
  8.怎样才能使二胡发出好听的声音？
  9.二胡的换把属于入门的内容吗？
怎样换把？
技术训练篇  10.从启蒙入门到转入技术训练阶段需要多长时间？
这两个阶段有实质性的区别吗？
  11.《二胡考级作品集》可以作为二胡教学的教程吗？
为什么？
  12.二胡演奏有多少技术、技巧项目？
  13.哪些技巧是二胡常用技巧？
怎样进行练习？
  14.技术训练阶段要防止哪些偏向？
  15.技术训练阶段可以拉乐曲吗？
  16.在技术训练中，指导老师应怎样发挥主导作用？
名曲欣赏篇  1.刘天华    1）病中吟    2）空山岛语    3）光明行    ——乐曲赏析    ——作者素描    ——艺
海搭贝  2.华彦钧    4）二泉映月    ——乐曲赏析    5）听松    ——乐曲赏析    ——作者素描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胡学习问与答>>

章节摘录

　　2．什么样的人可以学二胡?学二胡要具备哪些条件?　　要想成为一个二胡演奏的专业人员，那就
要具备一些起码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是会唱歌，有较好的音准概念，有较好的乐感和节奏感。
在生理条件上，手指生长正常，手掌较厚，手指头肉垫较多，左手小指过“关”的为好。
而绝大多数二胡爱好者，特别是小学生们，他们的家长主要是把着眼点放在开发孩子的智力、培养孩
子的情操、扩大孩子的知识面。
当然也会有一些想成为拥有一门专长，准备应试普遍高校的特长生。
而年龄稍大的业余二胡爱好者，他们是为了自娱自乐，养性怡情，增加生活情趣，提高生活质量。
作为一个业余的二胡爱好者，只要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和身体条件，有学习的兴趣和愿望都可以学习二
胡。
　　但是，事物是发展的。
特别是那些小学生，他们今天是业余二胡爱好者，明天可能成为音乐院校的专业二胡人才，将来可能
成为二胡演奏家。
业余向专业过渡只是时间问题，是数量积累的过程，而不是鸿沟。
　　3．什么叫做启蒙入门?二胡的启蒙入门阶段，要防止哪些偏向?　　初学二胡的人，从不会到初步
学会，’叫做入门。
入门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启蒙阶段。
这个阶段时间的长短，以各人的情况而定。
　　有的二胡初学者，音乐感觉比较好，反应比较灵敏，兴趣特别浓厚，模仿能力比较强，与教师配
合默契，练琴主动，肯开动脑筋3家长又懂得一点音乐，经常辅导督促孩子练习，指导教师教学得当
，给学生传授的演奏方法正确。
方法正确，路子就正，学生练习就少走弯路，进步就会快些，入门的过程就短一些。
还有一种情况：“万事开头难。
”，启蒙入门阶段，进展缓慢，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有些初学者急于求成，在这些家长和学生的压力下，教师便采取拔苗
助长，结果入门的门槛反而老是迈不过去。
以上两种情况中，前一种是可取的，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这是一条规律。
学习二胡也要遵循这条规律。
违反了这条规律就会适得其反。
因此，在启蒙入门阶段要特别防止急躁冒进和拔苗助长。
　　4．初学二胡应该从哪里入门?　　二胡属于我国民族乐器中弓弦乐器的一种。
二胡演奏具有深刻的艺术性和复杂的技术性。
二胡演奏的全部技术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大项，即弓法与指法。
弓法、指法包含着左右、里外、上下三个最基本的动作方式。
左右即换弓，里外即换弦，上下即换把。
换弓、换弦、换把是二胡演奏最基本的技术。
一切二胡演奏者都要从这里入门，谁也不会例外。
　　　9．二胡的换把属于入门的内容吗?怎样换把?　　研究问题应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
翻开几种不同版本的二胡考级的书，就会发现，这些书都不约而同地把需要换把的练习曲和乐曲安排
在第二、三级里，这就是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在经过一、二级的练习之后，就应该接触换把了。
在事书的第四问中，就已经把换弓、换弦、换把(即所谓“三换”)列入二胡入门的三大内容了。
　　二胡换把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音域，拓宽艺术表现空间，发挥各把位音高、音量、音色的对比，以
表现二胡演奏的高难度技巧和展现二胡的艺术魅力。
　　　　15．技术训练阶段可以拉乐曲吗？
　　不仅可以，而且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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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注重技术，注重技术训练，其全部意义就在于确保演奏质量。
问题是练什么曲子，其技术、技巧的难度有多大，演奏者现有技术、技巧能力能否胜任表现乐曲的要
求，这就要“量体裁衣”。
在二胡演奏活动中，有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认为技术训练耽误乐曲练习，枯燥无味；另一种则认为
技术、技巧是第一位的，只要技术、技巧好，一切乐曲都可以拉好。
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把技术、技巧(形式美)和艺　　术表现(内容美)对立起来
，而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将两者视为相互排斥的事物。
实际上，技术、技巧与艺术表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单独存在又相辅相成。
应像鸟儿的两只翅膀，缺一只都是飞不起来的。
然而，由于二胡学习各个阶段的不同，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侧重面，都要解决一个主要的问题。
在技术训练阶段，主要解决技术、技巧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把艺术表现理解为“事”，技术、技巧理解为“器”也是恰当的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二胡演奏者所具有的技术、技巧水平高于所要演奏的乐曲需要的技术、技巧难
度，他的演奏就会水到渠成。
否则，就会如小蛇吞大象一样，枉然一场。
可是，在二胡考级的现场演奏中，确有不少的应试者，由于技术、技巧水平与其所演奏乐曲的难度反
差悬殊，演奏起来“连滚带爬”，令人揪心。
　　16．在技术训练中，指导教师应怎样发挥主导作用?　　二胡的技术训练是一项复杂、艰苦而细致
的工作。
在训练中，老师是主导，学生是中心。
老师是启发者和引路人，而不仅是演奏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传授者。
老师的主导作用，就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在技术的质量上不断地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不断
纠正学生演奏中的毛病和错误，使学生的技术水准逐步地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大多二胡爱好者是在校学习的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负担本身就很重，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练习二
胡，这是二个很现实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指导教师要想方设法调动学生学习二胡的积极性，千方百计保护他们学习二胡的热情
，训练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内容要少而精，不可贪大求全。
指导老师除了要用生动的语言、恰当的比喻，准确地解释演奏方法和，要领外，还要为学生做好示范
演奏，使学生从听觉和视觉上获得演奏的完整印象，为学生在自我练习时提供良好的感觉基础和清晰
的可供模仿的依据。
老师悉心指导，学生自觉练习，年深月久，必有成效。
　　指导老师要善于发现那些音乐素质较好、接受能力较快、较有灵气的学生，对这些苗子要进行重
点培养，这样不但可以为其他学生树立榜样，同时还可以为音乐院校输送二胡专业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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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器乐教学是一种审美现象，是培养与发展学生音乐素养的基础课程，它“是通往更好的体验音乐
的桥梁”（美国音乐教育心理学家詹姆士。
墨塞尔语）。
本套丛书是出于培养读者音乐素养的目的而编写。
本书是二胡学习篇，希望能给二胡业余教学师生们一点帮助和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胡学习问与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