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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团是学校实施艺术与素质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管乐队

是高校艺术团体中的一支，在学校文化活动和艺术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管乐队已是一种风靡全球

的新潮流。为此，高校应该加大对学校管乐队的管理力度。笔者在管乐团管理与建设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本

文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能为我国高校管乐队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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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t troupe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rt and quality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in the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Wind band is one of the university art group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chool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art activities. Nowadays, wind bands are a new trend around the world.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 management band. The author has 
also encountered many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wind orchestr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s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hoping to make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b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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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大部分学校管乐队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科

学、系统的培训，缺乏健全的管理体系，使其不能接

受正规的专业培训，演奏技术难以提高。在新时期，

学校管乐队的发展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提高学

生对管乐知识的理解，加强对管乐的专业培训，从而

提高其演奏的专业水平。为此，学校管乐队必须进行

创新发展，从训练、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改革，以打

破管乐队的发展困境。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高校管乐

队管理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改善高校管乐团管理和训练的必要性 
在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管乐已逐

渐成为高校音乐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组建

管弦乐队，其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

业演奏水平。同时，在平时的排练中，也可以不断地

获得丰富的演出经验，从而增强学生对音乐艺术美感，

提高管弦乐专业学生的艺术素养。通过每天的排练，

学生们可以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听到和认识到许多

优秀的管弦乐、交响乐，从而学生加深对中西音乐的

认识，同时也能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与西方的音乐结合

起来，推动中西音乐的传承与创新。管乐队组建难度

小，学生参与度高，艺术感染力强，管乐队的日常训

练对提高高校音乐文化的气氛具有重要意义。平时的

管弦乐队练习能够增进内部的和谐，增强学生的参与

性以及同学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同时也有助于建立起

良好的师生互动。在学校的管弦乐队的培训下，学生

们可以对其进行持续的学习，并以这种最直接的方式

让更多的同学认识到它，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其艺术表

现形式，从而让更多的同学喜欢它。通过对高校生的

综合素质、提高其音乐素质等方面的教育，可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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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音乐教育[1]。 
2 管乐团排练中现存的问题 
2.1 管乐团各声部人员不稳固 
由于长期的基本功锻炼，管乐队的演奏技巧、多

声部的听力、音乐表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因此

他们的演奏技巧也有很大的提升。在乐队的日常经营

中，其核心管理者还为高一级学生，因此，在管乐队

的培养与经营中，高水平的学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在每年年底，当学生们离开学校时，乐队会选择一名

新人来填补这个空缺，而乐队的管理者也必须提升自

己的管理水平。以上种种原因均可导致乐团学生数目

及各声部成员的不稳定。每个新人在音乐上的造诣都

有很大的差别，这些都会给乐队的日常教学和表演带

来一定的冲击。在短期之内，加强学生的个人弹奏和

多音段的领悟，并将各个班级的学生进行适当的过渡，

对于乐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2 学生的音乐素质不一 
在基本乐理知识、视唱练耳、音乐表达能力上，

部分学生在中学阶段已进行了正规的基础知识及器乐

基础培训，而大部分学生则因对管乐队有浓厚的兴趣

而参加，对管乐器的基础知识略懂，但缺乏表演技巧

和系统化的基础理论。此外，由于学生对新乐章的理

解程度存在差异，有些同学对新乐章的理解速度很快，

所吹的节奏鲜明、清晰、顺畅，一些学生要花很久的

时间来掌握这些表达元素，从而限制了乐队演奏的创

作。目前，我国高校管乐队的组建工作，以学生自主

组织和管理为主，辅导员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生自发地进行训练，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训练安排不合

理，学生训练积极性不高，学习任务不够科学。一般

情况下，老师还要承担其他的教务工作，因此，师生

之间的培训工作往往难以进行统一，这是影响乐队教

学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2.3 管乐团训练管理不合理 
由于学校管乐队在日常训练中缺少良好的管理机

制，导致工作无法顺利进行，学生在训练中出现了问

题，或者在训练中出现了不良的情绪，这些都是管理

者无法及时发现和处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而使

学生在训练中产生负面的情绪。 
2.4 高校师资力量不足 
在高校，管乐队的作用很大，但师资力量很弱。

一些管乐老师仅仅擅长某一种乐器，极少数老师对管

乐队的各种乐器熟悉。另外，管乐老师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工作也很复杂且强度大，老师们有心无力，对

管乐的管理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造成了

管乐的训练时间不够长，管乐队的巡回表演很难改进。 
3 普通高校管乐团科学管理发展对策 
3.1 结合天赋和身体条件选择合适的管乐团队员 
根据科学研究与调查，缺乏音乐天分的学生，即

使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也很难在乐器上达到优秀的

水平。因此，在选材上，学校管乐队要根据自身的资

质，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乐队。可在管乐队的选材中，

如天赋测验、管乐节奏、音准等；通过技能测试，选

出符合要求的学生。另外，还有一个人的体质。因为

不同的乐器对身体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小号、圆

号之类的管乐器更适合薄唇的学生；牙齿整洁的同学

比较适合铜管乐器；牙齿不太整齐的同学可以选择用

木管；低音铜、木管声乐器对学生的身高有很高的要

求；手指修长的学生更好地选择是低音、木管类的乐

器，而管乐的身体素质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在

选择管乐队成员的时候，必须要从他们的身体素质中

挑选出合适的人选，以提高他们的训练效果。 
3.2 制定学校管乐团制度和奖惩机制 
学校管乐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

证它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以促进它的

有序发展。新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必须根

据目前的发展状况，制订管乐队的制度，以保证学校

管乐队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持续地发展。在管乐队的

日常训练中，有许多学生常常不在训练中，因此，制

订管乐队奖励与惩罚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可以建立一

个考勤制度，管乐队的成员必须在训练的时候进行记

录，如果队员们不能按时完成训练，或者迟到或者提

前离开，他们会受到惩罚、警告、劝退，而在训练中

表现出色的人，则会得到相应的奖励[2]。 
3.3 创新学校管乐团教学方法 
学校管乐队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必须进行学校管

乐队的改革。传统管乐的教学方式已不适应时代的发

展，许多管乐老师也渐渐意识到了传统的管乐教学方

式的不足。目前，运用网络技术，结合学生的兴趣，

改变了管乐队的教学方式。比如：可以利用多媒体、

网络上的音乐教学录像来辅助学生进行实践，能有效

地提高学校管乐队的教学效果。 
3.4 强化师资团队 
高校管乐队的导师一般都是由音乐老师担任，他

们的工作和科研工作都很繁重，同时担任乐队的导师

也会因为缺乏足够的精力而无法对乐队进行有效地引

导。为此，高校应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引进校外专



杜寒枫                                                                         普通高校管乐团科学管理和训练 

- 112 - 

业演奏队伍。在校企合作中，教师的数量会更多，每

个老师都有不同的表演经验、不同的技巧，大量的老

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效果和指导。借助校外专业

表演人才，可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校外演出人

员进行交流，并将其现场演奏技术引进学校。通过这

种方式，乐队能够得到更多的专业辅导，从而大大增

强教师队伍。 
4 普通高校管乐团科学训练安排 
4.1 对乐团安排合适的进度 
在普通高校进行管乐教育，首先要面对的是一批

从未接触过管乐的学生。所以，在课程设置上，要注

意掌握基本的音乐基础和基本的乐器训练，并确保一

定的教学进度；要坚持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主体

性教学，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格魅力[3]。 
因为在高校时期，大部分的乐队成员都是在乐队

中呆了三年，所以进度过快，会造成乐手根基不稳，

长时间不能弹奏高难度的曲子，长时间的基本功训练

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作品的表达能力有所欠缺。

在整个训练计划中，既要完成训练的进度，还要确保

基本的训练，因此，指导教师要制订出合理的排练方

案，并对训练内容进行合理的难度；这是一种事半功

倍的方法。所以，所有的格训都要进行单声部的小节

教学，同时还要进行大的合奏教学，一年级的基础知

识包括识谱、乐器基础练习等，练习的内容以 1-2 级

为基础，初期以单声部指导为主；高二之后，乐队开

始增加音域、节奏等方面的难度，使乐曲表达能力有

所提高；高三之后，练习的曲子一般都是 3 级以上，

在这一阶段，曲子可以根据不同地节拍进行变换，范

围更大；同时，可以尝试古典、流行、爵士等多种音

乐形式的培训，而乐手们也拥有了一定的视觉演奏技

巧，这是乐队的成熟时期，表现得更加丰富。管弦者

及合唱队必须维持适当的训练时间。乐器和乐队的培

养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弹奏的基础，要经过

长时间的刻苦练习，才能使自己的弹奏水平尽快提高，

只有这样，乐队的表演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由于高

年级与低年级之间的水平差别，为方便管理与训练，

可将其划分为初级预备团与正规团，低年级则以基础

练习为主，并以较低难度的作品为主。初级预备队的

表演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被编入正规团，参与

各种活动，如表演、竞赛。 
4.2 构建合理的训练计划 
（1）构建好训练框架 
管乐队要想发展，就得进行长期的高效率的训练，

所以在每学期开始时，教练最好要建立一个训练框架。

训练最好是有固定的课堂或固定场所，每周安排一段

固定的训练时间，通常一周二到三次，一次两节。在

每一次的练习中，都要明确地说明训练的目的，使学

生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练习曲目的难度要逐步提高，

最好是在学生中流行的或古典的。在乐队总体上具备

了一定的表演能力之后，又对所弹奏的节奏、节拍、

强弱、音色、速度、力度、音乐风格进行了分析。不

同的乐段中，情感的反差也在逐渐增强。平时可以聘

请有演奏经验的专业老师或演奏者来进行日常的培

训。管弦乐队应该将练与赏结合起来，例如，学生练

得久了会有疲乏的感觉，则由各声部老师负责为学生

们演奏所排的作品或进行各种演出，让同学们以欣赏、

观察、讨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体会。在演出

结束后，老师可以与同学进行沟通，并协助他们解决

问题。老师可以在同一作品中单独弹奏或进行合奏，

使学生能体会到不同的声音，体会到多个部分的差异，

提高学生对多声部音乐的认识。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以

提高管乐队的训练质量，使学生能够针对不同的目标

进行针对性地练习。 
（2）加强吹奏口型及呼吸训练 
在管乐演奏中，口型与呼吸的训练是影响其演奏

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在高校管乐教学中，必须加

强对新人的口型、呼吸的训练。管乐队的早期工作目

标是训练每个学生的口型和呼吸。通过反复地规范有

效的练习，学生可以掌握正确的口型和呼吸方式。如

果刚入门的成员一开始就有了口型、呼吸等不良的习

惯，那么在后期的演奏能力、音乐表现力等方面都会

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会对整体的发展产生很大的阻

碍。 
（3）注重音准训练 
音准的控制是管乐队音质的关键，也是最困难的

环节，它直接关系到乐队的音质。管乐的演奏受到乐

器自身的穿孔、口型、气息、乐器部件的长短等因素

的影响，其音准非常复杂。乐团的指挥和演奏者都要

注意音准问题，而音准则以校对为准。 
（4）强化训练管乐团各声部节奏的统一 
除了口型训练、呼吸训练和音准训练之外，音律

训练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训练。在练习中，起拍点必

须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起拍点，那就无法

保证后面的速度。其次，要逐步培养学生对音乐节奏

的敏感性，在音乐节奏变化时，要保持一致的节奏和

响应。由于节奏比较密集，运动员可以在练习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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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地练习，熟悉节奏的改变后再逐步加快。经过反

复的不同节拍、节奏的反复练习，同学们对于不同的

音乐的节奏感觉有了一定的控制力，配合队友的配合，

在整个合奏中，能清楚地了解乐曲的节拍，并能不断

提升其音乐表达能力 
5 结论 
新时期，我国大力推广和普及音乐、美术，管乐

教学已进入各大高校，许多学校成立了管乐队。管乐

队的出现，使学生的学习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

艺术、审美、音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这也是实

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

学校管乐队的教学效率很低，演奏水准也很难提高。

因此，在新时期，学校管乐队要不断创新发展，从教

学、训练、管理等多方面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管乐事

业的创新发展，为实现学生综合全面发展，培养更多

优秀管乐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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