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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辅修 

———艺术院校非钢琴专业电钢琴集体课教学探析 

宿  静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天津  300000） 

摘要：钢琴辅修课作为音乐学院人人必修的一门重要课程，在整个音乐学院的课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各大艺术院
校和专业音乐学院，更是将钢琴课摆在学院学习之首。本课程旨在为广大非钢琴专业的同学们服务，基于传统的电钢琴集体课模式
的学习课堂，在教学形式通过互联网，使得这门课程可以借鉴网络优质课程资源，探索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丰富学
生对不同风格曲目的学习与了解，尤其加强对中国传统曲目的学习，为这门传统器乐课教学质量注入新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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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琴辅修课的现状与分析 
（1） 钢琴辅修课的的特点 

钢琴辅修课是音乐学院为非钢琴专业学生而设立的一门课

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音乐能力。一般来说，钢琴辅修课采

取的是集体课形式，利用电钢琴授课。这样做的益处在于：一，

打破传统一对一教学模式，节省了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

降低教学成本。同时还增加了学生的互动性，有利于学生之间

互相学习与交流。二，电钢琴既有模仿钢琴的重力感，又有电

子琴丰富的音色和节奏。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乐

感的培养。其三，集体课形式使课堂有了更多的创新。重奏、

合奏、协奏等教学模式都可以在钢琴辅修课上实现，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合作意识。 

（2） 非钢琴专业学生钢琴辅修课的现状调查 

钢琴辅修课作为非钢琴专业学生必修课其教学中出现的问

题已为越来越多的钢琴教师及学生所重视。本文以大一、大二

的民族器乐专业在校生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

调查钢琴辅修课教学现状，以发现其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发

放调查问卷 88 份，回收 88 份，回收率为 100%。下面为调查

的结果： 

1-1 入学前钢琴学习经历 

 零基础 有一点基础 基础很好 

人数 41 34 13 

比例（%） 47% 39% 14% 

1-2 学习现状调查 

 吃力 适中 简单 听不懂 

人数 30 43 12 3 

比例 34% 49% 14% 3% 

1-3 音乐理论知识调查 

 基本会 会一点 不会 不明白 

人数 24 39 14 11 

比例 27% 44% 16% 13% 

1-4 练琴时间 

每周 少于 1 小时 1-3 小时 4-6 小时 7 小时以上 

人数 13 37 31 7 

比例 15% 42% 35% 8% 

以上调查表明，民族器乐专业学生的钢琴基础普遍薄弱，

甚至相当一部分学生为零基础。音乐理论知识普遍缺乏，水平

差异大，很多学生对钢琴兴趣不高，练琴缺乏积极性。 

二、实践探索——基于混合式教学的钢琴辅修课程建设 

（1）混合式教学在钢琴辅修课中的优化与创新 

为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笔者尝试用新思路探索科学化教

学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优化与创新的地方在于：1. 借鉴网

络优质课程资源，结合各种线上共享资源平台，引入高质量的

外校专家，汲取不同老师的精华，丰富课程内容。2.曲目类型多

元化，不仅局限于教材曲目，还学习爵士乐、轻音乐、西方流

行音乐、日韩流行音乐等不同风格曲目，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3.加强中国传统音乐曲目的学习。大量融入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

音调, 结合学习进度,使学生了解并学习中国音乐，有更多的音

乐感悟。4.增加学生艺术实践机会，给学生创造艺术指导机会，

并计划开一场师生钢琴音乐会，锻炼学生舞台自信心及练琴自

觉性。 

（2）混合式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实施时间：一学期（18 学时） 

实施方案如下： 

学时 教学内容 

 

 

 

4 

1. 学习慕课 APP 中《从零开始学钢琴》 

2. 根据个人能力自选曲目，查找并了解

曲目背景 

3. 探讨曲目重难点并进行打节拍视唱，

熟悉曲目的节奏及其旋律 

4. 采用分组分手，最后齐奏形式练习 

5. 请个别学员进行上台展示 

6. 总结分析，布置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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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慕课 APP 中《玩转流行音乐》第一

讲和第三讲 

2.  爵士曲目中选择一首，查找并了解曲目

背景 

3. 研究曲目中出现的各种复杂节奏型，

探讨曲目重难点 

4. 进行打节拍视唱，熟悉曲目的节奏及

其旋律 

5. 将组员分成两组，进行练习 

6. 请个别学员进行上台展示 

7. 总结分析，布置课后作业 

 

 

 

 

1.  欣赏轻音乐，聆听并总结轻音乐的特点 

2.  学习《水边的阿迪丽娜》，研究曲目中的

重难点。查找并了解曲目背景 

3. 练习左手，研究左手伴奏的和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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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音乐走向 

4. 进行打节拍视唱，熟悉曲目的节奏及

其旋律 

5. 采用分组分手，最后齐奏形式练习 

6. 请个别学员进行上台展示 

7. 总结分析，布置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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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欣赏久石让的钢琴曲，了解日韩流行音乐

2.  学习《菊次郎的夏天》，研究曲目中的重

难点。 

3. 练习左手，研究左手伴奏的和声规律

和音乐走向 

4. 进行打节拍视唱，熟悉曲目的节奏及

其旋律 

5. 采用分组分手，最后齐奏形式练习 

6. 请个别学员进行上台展示 

总结分析，布置课后作业 

 

1 

 

课堂音乐会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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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请古筝老师讲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2. 欣赏古筝名曲欣赏，感受中国音乐的

魅力 

3. 在古筝曲目中选择一首乐曲练习钢琴

伴奏 

4. 练习现代流行音乐改编成的古筝与钢

琴曲《南山南》，感受古今古筝作品的不同

的美 

5. 请个别学员进行上台展示 

6. 总结分析，布置课后作业 

 

 

2 

1. 邀请艺术指导讲解钢琴艺术指导的技

巧 

2. 学习一首合唱曲的艺术指导作品 

3. 请个别学员进行上台展示 

总结分析，布置课后作业 

1 考试 

（3） 混合式教学结果分析 

经过一学期的混合式教学，实践结果从期末成绩、兴趣、

满意度、练琴时间几方面做了调查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2-1 期末成绩 

学习成绩

（分） 
60 以下 60-80 80-100 

人数 2 58 28 

比例 2% 66% 32% 

2-2 学习兴趣 

 很喜欢 较喜欢 一般喜欢 不喜欢 

人数 49 24 11 4 

比例 56% 27% 12% 5% 

 

2-3 满意度 

 很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人数 51 29 5 3 

比例 58% 33% 6% 3% 

2-4 练琴时间 

每周 少于 1 小时 1-3 小时 4-6 小时 7 小时以上 

人数 2 7 59 20 

比例 2% 8% 67% 23% 

从数据中得知，经过一学期的混合式教学之后，学生对钢

琴辅修课的学习兴趣有明显提高，成绩也有了较大进步，大部

分同学都取得较好成绩。与此同时，满意度也得到了大幅度提

高，练琴积极性也比之前有了较大的改观。 

三、结语 
本文从钢琴辅修课所遇到的问题出发，通过调查法，访问

法等充分做了大量工作，并对其细致分析。利用互联网教学手

段丰富上课形式，使学生博采众长，在有限的时间吸收更多精

华，把上课内容做的更加丰富。既使学生了解了不同音乐风格，

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考虑到学生水平的参差不齐，

在每一类音乐作品中又可以使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和喜好

相应的曲目。希望能够促进钢琴辅修课程体系的完善，为加快

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音乐人才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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