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孔子学院古筝教学：弦动之间，奏响文化新乐章

王诗雅是一位派驻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教师，在国际中文教

育的道路上，她一直积极探索如何将中华文化的魅力融入到汉语教学中。面对班上汉

语初级水平的大学生，她深知他们思维活跃、好奇心强，喜欢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新

知识，且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基于此，王诗雅决定从简单教授一种中国

古乐器入手，根据她自己小时候学习兴趣班的经验出发，最后决定选择一种既容易入

门，又不易制造噪音的乐器——古筝。她期望借由这种古老的弹拨乐器，让学生们领

略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同时提升他们的汉语水平。

在课程筹备前期，王诗雅做了精心的准备。她从国内购置了几台适合初学者的古

筝，确保每一台的音色都清脆悦耳。同时，准备了义甲、琴谱架、基础乐理教材等教

学工具。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她还收集了大量经典的古筝曲目音频和视频，如《渔舟

唱晚》《高山流水》等，以及介绍古筝历史、构造和演奏技巧的资料，为即将开始的

课程筑牢基础。

课程正式开始，王诗雅先播放了一段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古筝演奏视频，视频

中，演奏者身着华丽的汉服，指尖在琴弦上灵动跳跃，美妙的旋律如潺潺流水般倾泻

而出。学生们被这优美的音乐和独特的表演形式深深吸引，原本有些嘈杂的教室瞬间

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沉浸在这如梦如幻的音乐世界里。视频结束后，学生们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眼中满是对古筝学习的期待，王诗雅成功点燃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

随后，王诗雅用简单的汉语和阿拉伯语结合的方式，开始讲解古筝的基本知识。

她从古筝的起源讲起，介绍了古筝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变，以及它在中国文

化中所承载的深厚内涵。她一边指着古筝的各个部位，一边介绍：“这是琴头，这是

琴尾，琴弦从琴头一直延伸到琴尾 ，每一根弦都能发出不同的音。” 她还讲解了古

筝独特的定弦方式和基本的乐理知识，比如音符、节拍等。学生们认真地听着，不时

提出各种问题，王诗雅都耐心地一一解答。

理论知识讲解完毕，王诗雅开始示范基本的演奏技巧。她戴上义甲，轻轻拨动琴

弦，发出清脆的声音，说道：“大家看，这是最基本的‘托’指法，我们用大拇指小

关节向身体外侧拨弦。” 她的动作缓慢而清晰，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手指。接



着，她又示范了 “抹”“勾” 等指法，并将这些指法组合起来，弹奏出一段简单的

旋律。学生们跃跃欲试，纷纷拿起义甲准备尝试。

然而，学生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由于汉语和阿拉伯语的语言习

惯差异，部分学生在理解王诗雅的指令时存在困难，比如 “大指托劈”“食指抹挑”

等专业术语，学生们常常混淆。古筝演奏对手指的灵活性和协调性要求极高，学生们

在刚开始练习时，手指总是不听使唤，无法准确地拨动琴弦，不是按错弦，就是指法

错误，弹奏出的声音杂乱无章。而且，长时间重复练习枯燥的指法，让一些学生逐渐

失去耐心，学习积极性有所下降。

面对这些问题，王诗雅陷入了深思。她意识到，语言沟通障碍需要通过更形象的

演示和反复的练习来克服；手指灵活性和协调性不足，需要更多针对性的练习和个性

化的指导；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则需要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增加学习的趣味

性来解决。

针对语言理解问题，王诗雅在讲解指法时，不仅放慢语速，还配合大量的手势和

动作演示。比如，在讲解 “托” 指法时，她会反复用大拇指做出拨弦的动作，让学

生更直观地理解。同时，她把每个指法的名称和动作要领写在黑板上，用汉语和阿拉

伯语标注，并制作了简单的指法卡片，让学生随时可以对照学习。

为了提高学生手指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王诗雅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练习。她从

最基础的单指练习开始，让学生们反复练习 “托”“抹”“勾” 等指法，每次练习

设定一定的时间和次数目标。在学生们熟练掌握单指指法后，再进行组合指法练习，

如 “托抹托”“勾托勾” 等。她还会在教室里巡回走动，观察每个学生的指法动

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针对基础较弱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强化训练。

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王诗雅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她选取了一些简单又

耳熟能详的曲目，如《小星星》《两只老虎》等，将其改编成适合古筝演奏的版本，

让学生们在练习指法的同时，能够弹奏出完整的乐曲，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她还组织

了小组竞赛，让学生们分组进行演奏比拼，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此

外，王诗雅还会在课堂上穿插介绍一些与古筝相关的文化故事，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

觅知音的故事，让学生们在学习演奏技巧的同时，更深入地了解古筝背后的文化内

涵。



随着课程的推进，王诗雅发现学生们对古筝的表现力和情感表达很感兴趣。于

是，她增加了一些拓展内容，讲解如何通过不同的演奏技巧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如用

快速的指法表现欢快的情绪，用轻柔的颤音表现悠扬的意境等。她还会让学生们欣赏

一些不同风格的古筝作品，如激昂的《战台风》、抒情的《梅花三弄》等，引导学生

感受其中的情感变化，提升他们的音乐鉴赏能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指法，

弹奏出一些简单但完整的曲目，并且能够在演奏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和情感。在最后的

课程汇报演出中，学生们纷纷上台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他们的演奏虽然还略显稚

嫩，但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古筝和中华文化的热爱。台下的观众们被学生们的精彩

表演所打动，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王诗雅感慨颇多。她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中

华文化技能教学，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和认知风格，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教学效果，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这次在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

子学院的教学经历，也将成为她宝贵的经验，激励她在未来的教学中不断探索和创

新。

（本案例源自笔者于 2024 年 3 月 8 日对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王诗

雅的线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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