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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普及教育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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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教育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成为推动全面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小提琴教育作为艺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其教学面对着较多的困难。为了提升小提琴的普及教育效果，文本就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相关

人士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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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总书记进行重要

的讲话，为艺术教育工作开展指明了发展方向。通过小

提琴普及教育工作的开展，为艺术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促使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进步。但是由于种种

因素，小提琴普及教育效果并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1小提琴普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学内容问题
通过对当前学生学习小提琴教材的内容分析发现，

大部分的教材都是以音乐学院的教材为主，国内很少有

针对小提琴普及教学的素材，由于教材内容的缺失，导

致教育工作缺乏针对性。小提琴普及教育工作中，需要

专门针对不同基础学生的教材，通过此保证教育工作的

有效性与合理性，提升普及教育工作效果。但是，当前

教育工作中使用的教材多数为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材，

无法保证教育的针对性，不利于小提琴普及教育工作的

实施。

1.2教学方法落后
我国小提琴普及教育中，主要以传统的音乐教学模

式为主，通过教师的传授，学生的练习，完成课堂的教

学活动。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

只能在教师的驱动下完成学习活动。若长此以往，不仅

会影响当前教育工作实施效果，同时还会对小提琴普及

教育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1]。在实际教育工作中，需要改

变传统的教育方法，结合小提琴教育特色，根据学生实

际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以此保证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1.3学生学习基础层次不齐
通过对小提琴普及教育工作的分析，发现参与学习

的学生存在知识基础参差不齐的情况，有的学生已经掌

握了基本的弹奏方法，有的学生则是对基础知识都不理

解。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忽略了学生的基础，仍以

一刀切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这一方法的开展，不仅影

响了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同时还会对局限学生的专

业能力、学习能力发展，不利于教育工作的实施。该问

题需要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加强对学生实际情况的

分析，采用不同方法进行教学，提升教育工作的质量。

2小提琴普及教学工作开展对策
2.1分层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在小提琴普及教育工作中，加强对学生学习基础的

分析，并根据其实际情况，采用分层教学的方法，拉近

学生知识与技能上的差距，提升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
[2]。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差异将其分成

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组为具备小提琴知识、技能的学

生，且对小提琴学习有一定的热爱情绪；第二组为具备

基础知识，但是实践操作能力相对薄弱的学生；第三个

组则是知识与技能相对较差的学生。通过对学生的分组，

为课堂针对性教学活动开展提供依据，采用适合学生基

础的教学方法进行理论、技能的教学，强化学生基础知

识学习效果，使学生在使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中夯实小提

琴的知识，熟练援用演奏方法，并在教师差异化教学的

过程中形成良好音乐素养。通过这一方法，不仅可以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同时能够优化学生学习过程，促使普

及教育更加高效的进行。

2.2优化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在小提琴普及教育工作中，教师需要对音乐教学产

生正确的认识，真正的意识到音乐教学不仅是音乐家培

养的途径，也是优秀人才培养的重要媒介，并根据普及

教学要求，学生学习基础，对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创新

与优化，选择更多的内容，以此充实课本知识教育内容，

提升学生的小提琴学习效果。在小提琴普及教育中，教

师需要提升对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教学的重视，对学生

进行专业系统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知识与技巧结合下

形成系统而全面的知识认识，真正的意识到这一乐器学

习的重要性。

此外，教师还应为学生创建实践操作的机会，引导

学生将课本知识运用在实际问题中，能够用小提琴的技

巧演奏出声音优美的音乐作品，以此实现教学创新。同

时教师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筛选一些与小提琴教学有关的

内容，将此与课本知识充分结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

以此提升学生的音乐学习能力，促使课堂教学活动顺利

开展。

2.3构建良好教育环境，促使小提琴教学发展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不同教学方法的

运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对小提琴

学习的兴趣，以此推动小提琴普及教育工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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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采用交互式教学方法的方法进行课堂活动。

在教育工作中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小提琴

水平，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工作，使学生在学

习中掌握小提琴的技巧与方法，提升学习能力 [3]。如，

对于基础差的学生，教师可以采用兴趣教学法与演示教

学结合的方法进行教育工作，将不同的演奏方法呈现在

课堂上，让学生感受到小提琴演奏并不是一项枯燥的音

乐活动，其具有非常生动活泼的特点，以此提升学生主

动参与学习，提升演奏能力，提高课堂学习效果。通过

不同教学方法的运用，不仅实现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同

时可以优化教学质量，促使学生能力素质的提升。

其次，教师还可以采用情景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的

方法，进行小提琴教育工作，为学生营造一个不同的环

境氛围，然后引导学生发挥自身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对

所学的内容进行探究与想象，以此提升学生的音乐表达

能力，促使课堂教学活动的开展。

通过多种不同教学方法的应用，活跃学习氛围，提

升课本知识教学质量，促使学生表演能力与学习兴趣的

发展。

3结束 语
总而言之，在小提琴普及教学中，由于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学生方面的问题，导致小提琴教学效果不理

想的情况出现。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采用多种不同的方

法进行教育工作，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快乐与兴趣，以此提升教育工作质

量，促使学生小提琴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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