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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课程伴奏教学的现状与研究
张甜依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北京 101601）

摘要：钢琴技能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专业技

能，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钢琴演奏能力，通过这一项技能可

以对幼儿教育事业开展一系列的音乐教育活动。然而，当前我们

的教学效果并不明朗，尤其在钢琴伴奏教学环节中出现更多的问

题。本文通过对钢琴课程中伴奏教学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

分析从而找出更优的对策，更好地展开钢琴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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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社会对学前教育教师的专业能力愈加严格要求，已成为

当今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学前教师具备基础钢琴专业技能已成

为一种必然，熟练掌握基础钢琴伴奏能力，并且能够运用到实际

工作中，对于每一名学前教师是非常必要的。

一、钢琴伴奏教学的重要性

钢琴伴奏不单单是对钢琴技能的掌握考验，也是检验学生对

作品再创作的能力。首先，通过钢琴伴奏的学习锻炼了学生的感

知能力、创作能力、控制能力、应变能力等，通过学习最终达到

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的作用，培养音乐审美的能力。其次，在音

乐作品的伴奏中，使学生对作品进行再次思考，将音乐的欣赏不

仅仅留在表面，通过弹奏、创编伴奏，使个人情感也进一步升华。

此外，在音乐的感知过程中，对音乐作品的倾听也为未来在工作

岗位中更好地开展音乐教学工作打下基础，甚至是为倾听、感受、

理解幼儿做好了准备。

二、学前专业钢琴伴奏教学调查分析

（一）伴奏教学内容设置比重低

当前国内大部分学前教育院校实际钢琴课程教学主要以基础

钢琴演奏为主。学生通过学习演奏基础钢琴曲目、幼儿歌曲来掌

握钢琴基础技能知识。但是学校在进行钢琴教学中，却忽视了实

际幼儿教育工作需要，没有充分考虑课程内容实际设置比重问题，

普遍主要讲授钢琴基础演奏，反复大量练习钢琴曲目。然而在幼

儿园实际音乐课程教学中，我们发现音乐教学除了需要钢琴演奏，

还需要教师掌握即兴伴奏能力的。所以目前课程内容设置比重是

不合理的，忽视了伴奏教学的重要性，导致学生拥有演奏幼儿歌

曲的技能，却无法将掌握的钢琴技能投入到实际的工作教学中，

出现“技高低能”的现象。

（二）学生实际学习情况

1. 学生生源参差不齐，增加教学难度。学前专业招生和音乐

专业招生存在不同，经调查约 80% 学生入学前，从未接触过钢琴

或相关音乐专业学习。由于基础差或从未接触过相关学习，最终

导致课程教学难度大、任务重、进度缓慢等困难出现。

2. 学生学习态度不重视，影响教学效果。部分学生认为钢琴

教育不可缺，但实际幼儿教育工作中钢琴教育占比重、重要性不大，

加之随着课程学习难度逐步增加等诸多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对钢

琴课程学习的态度愈加不重视。

三、改革方法与策略

（一）优化教学目标

根据职业发展方向要求，结合幼儿教师事业特点，将教学目

标最优化。学前钢琴教学目标不仅仅是掌握基础钢琴演奏技能，

最终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幼儿歌曲伴奏的能力。学

前专业钢琴教学目标要侧重钢琴教学中的实用能力，将技能运用

到音乐教学中，更好地开展音乐教育工作。

（二）改革教学内容

1. 根据实际需要改革教学内容。从实际出发，比如结合幼儿

教师资格证面试考试音乐教学要求规定，还可以结合学前专业技

能大赛钢琴弹唱比赛项目，甚至到幼儿园实际工作教学中等，结

合实际要求改革教学的内容。

2. 加大钢琴伴奏教学比重。可以将传统钢琴基础练习与伴奏

学习比重互换，以伴奏教学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将钢琴基础伴奏

知识设为重点，在学习伴奏知识过程中穿插、补充钢琴演奏基础

知识。这样不仅使学生有效地掌握教学重点，同时钢琴基础技能

的学习也没有忽视。

四、结语

钢琴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程，钢琴伴奏是学生

需要具备的一项能力。然而在教学中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还需要去不断探索和解决。结合学生特点立足理论知识与实

践经验，循序渐进地推动学前钢琴教育的发展，促进专业课

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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