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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钢琴作为西方乐器最典型的一种，因此，在进行音乐教育

的时候会将钢琴教学作为专业课程来进行教学。钢琴能够培

养学生的艺术细胞，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但是在中国的钢琴

教学中，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多地注重钢琴的表

演技巧，忽略了钢琴乐理的基本知识和即兴表演的能力。让学

生进行钢琴的表演，往往都会选择专业性较强的钢琴曲，很少

有人进行即兴表演。本文就音乐教育专业钢琴课的教学模式

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革设想。

2 专业钢琴课程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们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逐渐重视音乐

教育，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在钢琴课程教学中还存在着很

多的问题。

2.1 教师忽视乐理基础知识

无论学习什么，打好基础是最重要的，因为难题都是由基

本的知识组成的，也是专业能力提升的前提，而且在进行钢琴

课程教学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学生打好相关的基础知识。但是

中国有一部分钢琴教师没有认识到基础乐理知识的教学的重

要性，还是单纯地认为学生学习专业技巧就足够了，进行表演

的时候只需要进行专业钢琴曲的表演就足够，没有进行系统

的理论教学。除此之外学校对钢琴课程教学的理念没有明确

的指导，只追求学生的高技巧，没有让学生打好钢琴基础知

识，导致学生的即兴创作能力较弱。

2.2 教师教学方式传统、方式单一

如果学校不重视钢琴教学方式这也会导致教师对钢琴教

学方式不重视，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缺乏主动教育的意识，仍

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没有进行及时更新，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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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学生对于钢琴的兴趣不高、没有学习的动力、学习状态不

好[1]。相对的，看到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效果都达不到自己所设

想的预期，教师积极性也会被打击，对于之后教学也就不再用

心，周而复始，使钢琴课程的教学变得困难，无法调动学生学

习的动力和积极性，钢琴教学的发展受到阻碍。

2.3 缺乏即兴演奏的能力

钢琴教学需要创新，但是现在大部分高校中的学生在进

行钢琴学习的时候只知道按照固有的钢琴曲目进行演奏或者

学习，完全不去进行创新。他们在进行学习的时候就只是单纯

地按照教师所教授的曲目学习，不去自我思考、自我学习，这

也使学生没有真正掌握音乐的演奏能力，自身的音乐素养没

有得到很好的提升。固化的音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会让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降低，创新的能力受到束缚，只是按照教

师的要求去进行相应的学习，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降低。在进

行创作的时候需要扎实的乐理知识，如果教师在教学的时候

忽略了这一方面的教学，那么学生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是非

常困难的。

3 专业钢琴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设想

3.1 创造出良好的学习氛围

众所周知，一个好的学习氛围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所以想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首先就需要创造出一个良

好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对钢琴的兴趣。教师在

进行钢琴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开展出一系列的有趣的教学活

动，并且鼓励每一位学生都参加。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之中，教

师就了解到学生在哪些地方还有欠缺，在之后的教学中及时

补救。除了教师组织活动之外，同样也可以鼓励学生积极组织

活动，让学生自己去想一些有趣有意义的活动，这样就能够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还能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团结能力。除此

之外，教师还可以在课堂上或者是课堂下与学生进行交流，谈

谈这段时间遇到了哪些问题，了解学生的心理，同时也让学生

进行实践。

3.2 对教师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样的，对于钢琴的学习也是需要让

学生对钢琴感兴趣，但是每个学生有每个学生的想法，这时就

需要教师因材施教，去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丰富自己的教学

内容，开创新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照本宣科，应该要根据

具体的情况实时调整教学的方式[2]。在进行钢琴教学的时候，

教师可以给学生进行拓展，例如，在讲解钢琴曲目的时候可以

讲讲整个曲目的创作经历，让学生了解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

候经历了什么，创作这首曲目时是什么样的情感等，这些内容

的讲解都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在进行教学的时候

也可以让学生来进行讲解，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曲目进行

讲解，添加上自己对这个曲目的认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地

位。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作为主体，让学生失去了主观意

识，学习效率降低，同时还让学生养成了对教师的依赖，不去

主动去思考。

3.3 加强对学生钢琴鉴赏能力的培养

学生钢琴教学的培养除了理论和技巧，钢琴的鉴赏能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对于鉴赏能力的培养主要是培养学生

对于钢琴艺术、钢琴作品的思想和主题的审美能力，能够让学

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本身的内涵，让自己融入作品之中，从

而提高他们对钢琴作品的鉴赏能力。

3.4 强化学生的技能技巧与即兴演奏

在平时看电视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都能看到弹奏钢琴

的时候，手指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在学生这一方面技能主要强

调对学生手指能力的训练，增加手指的灵活性，让每根手指都

能进行独立的活动。即兴演奏就是要学生将自己的情感投入

到作品之中，让作品饱含情感，不断学习、提高学学生的音乐

素养。同时，还要加强对钢琴基础乐理知识的教学，无论是什

么样的创作都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知识，如果没有深厚的钢琴

基础乐理知识，那么在进行即兴创作的时候就会发现歌曲不

知道如何去进行编配伴奏。在进行一次创作之后，如果得到了

认可，那么就会去钻研这一方面，但是如果失败了会打击学生

对于即兴演奏的积极性。

4 结语

对于音乐教育来讲专业钢琴课程的教学是非常重要，它

能够培养学生对钢琴的鉴赏能力，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所

以要重视。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对教学模式

进行相应的改革，做到与时俱进，让学生能够提高自己的钢

琴素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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