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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不同气质类型下老年人的电子琴教学创新研究
韦依伶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545005）

摘要：现如今社会上的老年人，越来越想要在空闲时学习音乐。生活中部分老年人选择通过学习电子琴来接触音乐。老年人接触电子琴，

是对于他们而言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一种双重帮助。从宏观角度来说，教育者如果能掌握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带领老年人们进行电子琴

的学习，这将是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但从微观角度，不同气质的老年人就应该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案，如何有效的针

对不同气质类型下老年人设计教学方法是一个让人值得深入的问题，于是就从笔者生活的区域——广西着手深入，将通过气质类型来选

择适合的教学法作为本论题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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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我国老龄化逐渐增加，有关老年人的话题属于我国的

热点，老年人电子琴教学是值得教育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目前

针对老年人电子琴这一块的研究较少，笔者通过搜索中国知网发

现有关老年人电子琴教学的资料 3 篇，具体是《浅谈老年人电子

琴教学》《老年电子琴方略》《中老年电子琴教学之我见》。本

文是对广西地区不同气质下的老年人电子琴教学的创新研究，是

了解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后，再联系人群中不同气质类型的人来

对电子琴教学法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采用了观察法、问卷调查法、

文献分析法进行阐述，运用实验法将自己的所想用到老年人电子

琴教学中并撰写论文。

一、老年人的基本特征

电子琴教学需要与老年人的脑手口心相结合，因此首先了解

老年人的基本特征尤为重要，之后再了解人格中的气质类型进行

选择适合的教学法。

（一）广西地区下的老年人的娱乐生活特征

笔者在学校内参加了学校党委组织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接触

部分老教师，笔者制作并让老教师们填写了一份与本论题有关的

调查问卷表。调查表总数是 12 份，主要问题分别有：1. 您今年多

少岁？ 2. 您平时经常进行户外娱乐活动吗？ 3. 您平时参加娱乐活

动的类型有哪些？（最多三样）4. 电子琴课对您的生活或身心健

康有帮助吗？具体表现有哪些？ 5. 您对电子琴这门课的教学满意

吗？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呢？其中，针对第二与第三问题，老教

师们做了如实回答，笔者将结果做了以下的汇总。

表 2-1 娱乐互动频繁度

您平时经常进行户外娱乐活动吗？（如散步；去公园；到固定场所

参加活动）

选项 勾选人数

经常 11

偶尔去 1

不去 0

表 2-2 常去的娱乐活动类型

您平时参加娱乐活动的类型有哪些？（最多三样）

选项 勾选人数（每项总数为 12）

散步 4

打太极 3

跳舞 1

电子琴 12

唱歌 5

乐器合奏 3

由此表格我们可以看出，在广西地区，老年人都比较喜欢外

出娱乐，陶冶自我情操，而选择电子琴作为娱乐活动的选项勾选

人数远远超过了其他娱乐活动总数，因此如何做好并深入老年人

电子琴教学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老年人的生理特征

人不同阶段有不同生理特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年

龄划分，60 到 74 岁是年轻老人，75 到 89 岁是中年老人，90 岁以

上属长寿老人。为了让研究更具针对性，笔者在所在学校退休职

工电子琴班进行简单调查并搜集调查问卷，班级有 12 位老教师，

各自年龄基本在 60 到 74 岁年轻老年人中，笔者将在 60 到 74 岁

年轻老人中对自己论题进行深入。

首先是脑部，根据相关文献，随着人年龄上升，衰老所带给

我们的往往伴随的是抑制控制降低、认知灵活性下降及工作记忆

力衰退。

抑制控制是人主观的，有自主意识的控制自己的反应；是对

外界环境视而不见，主动让自己不受干扰；是主动的控制自己情绪、

行为、状态，来避免被外界诱因所吸引的一种大脑内的执行功能。

随着人类的衰老，抑制控制的下降也是认知控制下降的过程，因

此在老年人电子琴教学中，常见的抑制控制下降的具体表现是：

容易受其他学琴者的琴声所影响；无法理解较困难的乐理。对于

以上出现的问题，第一、教育者可以先提升教室设备的质量，如

购买耳机等产品，在设备上解决老年人抑制控制下降中容易受其

他学琴者的琴声所影响的问题。第二、教育者在教学中，对于乐

理问题应循序渐进，从最基础的乐理讲起，笔者注意到，在老年

人学习音乐所使用的教材中很少提及乐理中的一些知识，如详细

解释音名、唱名以及这两者与简谱中的数字之间的关系等，这就

导致教学者在教学过程中，如说这是 la（唱名），老年人却因没

有系统普及过唱名的乐理知识而不知道教育者在说什么；并且在

一些教材中，会使用根音来代表整个和弦，如大三和弦 135，教

材上给出的和弦标记是根音 C（音名）来代表这一小节应弹奏 135

和弦，虽然这种和弦标记从有利于老年理解这一点出发是可行的，

但老年人因不了解乐理，从而导致知识断节，他们并不知道乐理

中有音名，不知道在此教材中标记和弦是用其根音音名来代替，

这就需要教育者在乐理知识以及各乐理知识之间的关系要告诉老

年人，以此为后面的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工作记忆力衰退又叫刷新，是指大脑中暂时保留某些信息并

使自己能将保留的信息顺移到下一步操作与处理的能力，它是有

容量限制的，是人的记忆只能在短期内维护与储存信息。工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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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能力在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中用处很大，但是工作记忆能力会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因此在老年人电子琴教学中，常见的工作

记忆能力下降的具体表现有：老年人不记得弹奏到哪一小节，不

记得和弦，单音及一些基础的乐理。像这种情况，第一、教育者

在教学时要注意老年人的弹奏进度，适当的时候可以告诉老年人

自己弹奏的位置。第二、当老年人不记得和弦、单音或一些基础

乐理时，教育者可以把关键点用笔记录在老人的谱子上，方便老

年人查阅。

认知灵活性又称转换。指人在处理事情时，对这件事情的反

应注意力及处理事情的策略转换，也是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不断使用大脑控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及时的变换。认知灵活性的

发展，是建立在抑制控制与工作记忆力上发展的，从一个人童年

时期开始发育，到了中年时期通过实验证明就开始逐渐衰退，60

到 74 岁的老人的认知灵活性已经处在衰老阶段了，因此想要老年

人在电子琴上反应迅速是不可能的，教育者只能通过一开始就让

老年人弹奏正确且在练习时要通俗易懂，易于上手。认知灵活性

下降在电子琴教学中具体表现为：对于相似小节中细微的变化反

应不及时；两小节之间的链接存在停顿；专注度不够集中，不知

道自己演奏到了五线谱具体哪个位置。针对认知灵活性下降问题，

经过实践，教育者可以在电子琴教学中可适当的用笔帮老年人们

指出弹奏的位置，在老年人弹奏时可以将反应不过来的小节用笔

画出；对于两小节之间链接存在停顿问题可以让适当提醒老年人

慢速进行练习。

（三）老年人的心理特征

老年人学习电子琴过程中会出现畏难惧怕心理与焦虑心理。

1. 畏难惧怕心理

60 到 74 岁的老人因年龄原因，接受知识能力逐渐下降，较

难乐理需花时间消化。在这过程中，老年人会出现知识越难越害

怕的心理，认为自己不够灵活，知难而退。因降低老年人学习难度，

提起他们学习兴趣。

2. 焦虑心理

老年人在学习电子琴时因从未接触任何音乐知识，学习状态

易缓慢，进度不快，这会导致老年人在学习音乐时焦虑紧张。老

年人学习音乐摆正态度，顺其自然。

二、不同人的气质类型与选择适当的教学法

教学因人而异，微观上我们通过人中不同的气质类型来进行

教学。气质类型大致分为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

（一）多血质

多血质活泼、反应迅速，注意力不集中。与多血质的人交往

多提醒他们带着任务及责任。多血质适当的教学法是提示型教学

与讲授法教学。提示型教学是由利于多血质人反复回想学习要点。

讲授法教学需用简单生动的语言进行教学，也是通过教育者的语

言来提示多血质的人记住知识点。

（二）胆汁质

胆汁质急躁、热情、易冲动。胆汁质的人交往要以柔克刚语

言赞美，对胆汁质的人说积极的语言。适当的教学法是鼓励型教

学法，启发式教学法。鼓励型教学法用语言柔和性克服胆汁质人

的冲动，在教学中可维持平静教学，利于胆汁质人吸收知识。启

发式教学法帮助胆汁质的人学会变通。在老年人不知道要如何解

决小问题时，教育者可以适当地询问提示启发老年人。

（三）黏液质

黏液质情绪稳重，不易表现出来。但反应比较迟钝，情绪表

现比较冷漠。

与黏液质的人交往记住诚恳，在黏液质的人前少好话，多说

实在话，扎实做事。

粘液质的教学法是问答式教学法与自主学习法。问答式教学

法是针对黏液质老年学习者情绪不易表现出来，自我想法与问题

不易与教育者沟通，教育者需主动询问黏液质老年人，了解黏液

质老年人想法及黏液质老人缺失知识与所犯问题。自主学习法针

对黏液质老年人不易改变自己想法的问题，在教学中如未发现黏

液质老年人任何问题，可以适当让黏液质老年人自主练习。

（四）抑郁质

抑郁质的人情绪不外露，孤僻自卑，悲观，察觉细节，同理心强。

与抑郁质的人交往需要用真心来对待。在与抑郁质交往要始

终保持态度一致，用真诚的心对待。

抑郁质适合的教学方法是鼓励式教学。教育者不是怕抑郁质

老人不说自我问题，而是怕抑郁质老人有悲观情绪，从而形成畏

难情绪。教育者使用鼓励式教学法，对抑郁质老人进行鼓励。

（五）选择适合的教学法产生的意义

笔者在参加老年人电子琴教学活动中接触到了不同气质类型

的老年人，并将理论联系了实践，通过调查表的反馈，成效颇为

显著。

汇总如下：

表 6-1

电子琴课对您的生活或身心健康有帮助吗？

有 11

有一些 1

无 0

表 6-2

电子课对你的帮助具体表现有哪些？

锻炼大脑 4

手指灵活 6

愉悦身心 4

使生活丰富多彩 1

无 2

每天练上二个小时 1

提高音乐欣赏能力 1

三、更多研究创新点

笔者认为应从音乐本身出发，40 赫兹音乐能缓解老年人阿尔

兹海默症的治疗方法，如果将 40 赫兹的音乐用双排键编进老年人

电子琴教材里对老年人的大脑来说是有真正的益处。

四、结语

了解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及不同人的气质类型来判断适合

的教学法，发展老年人电子琴教育是在电子琴发展史上和老年人

健康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是音乐教育专业，心理学专业及医学

的结合，具有跨学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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