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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面向未来职场，因而对钢琴教学来说，对学生在

音乐能力方面的培养是最终目的[1]。而学生的学习效果受其所在

的高职院校自身的客观条件和其自身原本水平的限制所影响，所

受钢琴教学产生的效果较差，导致学生音乐能力普遍不强。在

此情况下，学校和教师应更加关注钢琴教学，同时在教学中重

视对学生音乐能力的培养。

1  为什么要关注钢琴教学并注重音乐能力培养

一方面，高职学生已是成人或接近成人，毕业以后很快就

要进入社会独当一面，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为毕业发展

做好铺垫；另一方面，学生在这一阶段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

及观察能力已比较成熟，能够较好地运用理解音乐知识，但在

体现音乐能力的两方面，即理解音乐作品和音乐表现力方面还略

有不足。因此，关注钢琴教学并注重音乐能力培养十分重要。

2  现阶段高职钢琴教学是什么状况

教育改革后高职教育时间有限，给学校教学带来一定压力。

就现阶段钢琴教学而言，高职院校在压力下逐渐走上了模仿专业

音乐学校教育的路线，对学生的培养比较偏向弹奏而非对音乐作

品的分析鉴赏，同时在弹奏方面注重进行较难曲目的教学，致使

学生了解五线谱，却对简谱知之甚少，这偏离了高职院校培养专

业技术人才的正常轨道。就此而言，高职院校应采取措施改变原

有的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对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培养，对高职钢

琴教育来说，则应重视培养学生音乐能力。

3  如何在钢琴教学中予以良好实践

3.1 关注学生感受音乐的能力

教师在钢琴教学中应多关注学生对音乐的感受与体验，在讲

授时注重对音乐的分析，引导学生深入感受、体会音乐作品之美。

在音乐教学中，节奏是教学重点，对节奏的感受力是音乐感受力

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学生节奏感的培养在音乐教学十分

必要，教师应予以重视和引导[2]。比如在学习肖邦的《圆舞曲》

这类节奏感较重要的钢琴曲时，教师应带领学生仔细感受音乐中

的节奏感，并加以分析，指导学生迅速掌握音乐节奏。音乐的节

奏可以传达出音乐的情绪，一首动人的乐曲常常存在节奏的不断

变化，教师在这方面的教学有助于学生增进对音乐作品的感受与

领悟，使学生能在作品中感受到音乐之“魂”所在，因而也能提

高学生进行乐曲弹奏时的共情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

3.2 带领学生进行音乐遐想

在钢琴教学中，教师应不拘泥于教材与普通的教学章程，音

乐是艺术，艺术往往因为想象与创造而成为艺术，艺术能力常常

体现在想象力与创造力上，因此，教师应在教学中注重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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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音乐进行无尽的遐想与再创造。就钢琴教学而言，学生学

习感受音乐的媒介主要是钢琴，钢琴每个琴键由于弹奏轻重的不

同所发出的声音也截然不同，而最终音乐作品的呈现不仅与钢琴

有关，更与弹奏着的情绪息息相关，情绪的不同将使演奏效果

也大为不同。比如说，在演奏《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时，演

奏者心情欢快，在弹奏时手上的弹奏动作不免也显得轻快，乐

声相对清脆，而在演奏《蓝色多瑙河》时，演奏者心情沉重，

在弹奏时手指动作加重，悲伤、压抑的氛围便扑面而来。所以

要想学生将音乐特点完美的通过钢琴展现出来，教师应积极引导

学生把握音乐基调，增强音乐想象，体味音乐情感，在专业的

弹奏训练之后，学生逐渐掌握通过弹奏传达情感的方式，音乐

表达能力也自然有所提高。

3.3 提高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分析能力

就高职教育而言，短短几年的教育是为了面向职场，因此在

钢琴教学方面，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便尤为重要。对

音乐的分析是对音乐作品比较全面的掌握，包含对作品宏观的认

知以及个人观点。在高职钢琴教育中，教师应向学生传授一定的

音乐分析方法，并举例实践，同时，在日常教学中积极组织学生

对优秀音乐作品进行赏析，并要求学生分组讨论，同时欢迎学生

积极向教师提问或进行有关探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分析鉴赏

能力。另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多观看有关音乐视频，加入音

乐鉴赏论坛等，表达自我看法，并吸收他人有益的鉴赏方法。

4  结束语

在高职钢琴教学中，教师应具备完善的专业知识与良好的专

业素养，在教学时不遗余力，倾囊相授。针对音乐能力的不同方

面，教师在教学中应带领学生悉心感受音乐作品，关注学生感受

力，发展学生的音乐遐想与创造能力，帮助学生准确表达音乐，同

时，注重培养学生精确赏析音乐作品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在音

乐方面的能力，使学生具备更加优秀的音乐素质。除此之外，教

师还应根据教学实际不断改善教学方法，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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