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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钢琴艺术教育中的素质教育
——以钢琴启蒙教育为例

谢　琳

（广西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钢琴艺术教育是指以钢琴作为媒介所进行的审美艺术

教育，是一种具有生命力内涵的审美教育。钢琴的启蒙教育不仅

仅是以培养专业弹奏能力为目的的艺术教育，更在于钢琴启蒙教

育中渗透了孩子意志力、人格培养等素质教育的因素。因此，本

文从钢琴启蒙教育中入手，进而展开钢琴启蒙教育中渗透了教育

学、心理学等学科内容的分析，最后对钢琴教育的生命视界做进

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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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钢琴，不免会让我们想到艺术，谈到艺术，不免会想到

审美教育。然而，审美教育中除了对钢琴弹奏能力、音乐欣赏等

方面的培养以外，还涉及到孩子的意志力、观察力、专注力等方

面的因素在里面，这些才是在真正的艺术教育中所要培养给孩子

们的学习能力，从而帮助孩子发展健全的人格。

教育家杜威说过一句话：“一切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形成性格。”

我们培养孩子学习钢琴，学习艺术，就是希望他们能拥有好的艺

术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进一步对他们进行好的人格培养，

让他们拥有爱的能力。爱是世界上任何问题最好的通行证。

所以，钢琴启蒙教育并不是一堆技术指标、专业术语和那些

死板的言辞，它有其内在精美细致的内在秩序，只要把握好了钢

琴启蒙教育的原理，那么我们就初步打开了钢琴艺术殿堂的大门。

一、钢琴启蒙教育中的因材施教，关键是尊重学生内在心理

秩序的发展

（一）因材施教是最好的教授方式

在钢琴启蒙教育中，每一个阶段学习钢琴的孩子都有其不同

的年龄特点。从教育学心理学的层面上看，因材施教无非是最好

的教授方式。

刚步入社会钢琴教学课堂的老师不难发现，在最初的钢琴教

学当中，老师们都只会关注如何将将弹琴的内容和技巧传授给学

生，但到了后面才会发现，这样做的效果其实并不理想，并不是

每一个学生都能理解老师上课讲的内容，甚至还会出现厌学情绪，

所以我们不得不反思教学过程中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就会发现在钢琴的艺术教育中，各个年

龄段的孩子都有其特定的成长特点，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方式去教

授，只有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了足够的了解，才能去真正实施

钢琴弹奏的教学。

（二）各个年龄段孩子“因材施教”的教学特点和经验分析

“因材施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教师必须有足够的教学

经验，懂得一定的教育心理学才能够将教学手段融会贯通。本文

就各个年龄段孩子学琴的教学特点和经验分析如下：

1. 学前儿童时期

学前儿童又称为幼儿，她们的天性就是好动，好奇心强，喜

欢不断变化而有趣的东西，这种好动我们并不能理解为“不听话”，

其实这个属于幼儿们的天性，孩子只有通过不断的看、听、摸来

感受和认识事物，这也是他们在学习和体验人生的过程，我们所

要做到的就是保护好他们的这份好奇心，以此来引导他们对这个

世界，对音乐、对钢琴的好奇心和感受力。

这个年龄段处于幼儿园的孩子由于专注力最多能持续 15 到

20 分钟，因此教学当中反而以游戏的形式为主，适当参入学习的

内容，提倡“快乐学习的”方式。

从心理学来说，0 到 6 岁的孩子是左脑开发的关键时期，这

关系到孩子的感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培养，我们通过钢琴中的节奏

感、音乐情绪的感受力来启蒙孩子。

所以这个年龄段孩子教学的时间不宜太长，而且学习中以游

戏内容为主，进而穿插钢琴音乐中的节奏训练、乐理知识和简单

的键盘弹奏为主，最终的目的是启蒙孩子对音乐、对钢琴的兴趣，

开发他们的左脑训练为主。

2. 儿童和青少年时期

该年龄段的孩子教学实践过程可以适当延长至一个小时，因

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对事物的理解上开始有了主观

意识，同时也是人生最重要在三观塑造期，因此在钢琴教育中要

多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

孩子刚步入钢琴学习时，最大的问题是在练琴时间的安排上，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专注力逐渐延长，要让他们在合理安排好自己

的练琴时间，这在钢琴学习习惯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足够的

练琴时间是保证上好每一节钢琴课的前提，因为需要在量的积累

中去消化和吸收教师课堂上讲的内容，从而才能达到质的飞越。

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要鼓励他们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其次在学习能力方面而言，学生在学琴的过程中会不断地遇

到问题，比如节奏的复杂性，识谱的准确性和弹奏时的技巧。这

个过程的学习难度并不亚于他们在学校学习的难度，甚至还需要

孩子一心多用。因此在教学上需要更加的耐心。学习方法的教授

在这里显得尤为重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解决方法。把识谱、练琴的

方法教会了学生，即使以后遇到多大的困难，他们都有足够的方

法和能力去解决弹琴中的任何问题，这是他们人生当中一次很好

的学习磨炼，遇到钢琴问题时是这样解决，学业也是如此，只是

换汤不换药。那么在孩子这个时期三观的塑造中，钢琴学习对孩

子耐心和意志力的磨炼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过程。

3. 大学生时期

在大学生的钢琴教育中又是另一种教学模式。大学生的心理

逐渐成熟，并且有了足够的稳定性，所以在给他们授课时可以根

据需要延长时间至一个小时以上。同时可在课堂上可多讲授钢琴

弹奏的技巧，乐理和音乐审美的内容以外，可以更深一层次地进

行音乐审美教育。除了弹奏技巧，可以更加关注于乐感的培养，

艺术审美和音乐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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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地了解学生各个年龄段的心理特点，生搬

硬套地去将乐理的知识和弹琴技巧强加于她们，我相信，学生们

的学琴之路就不会走得很远。

二、钢琴启蒙教育对于学生品格的培养

（一）意志力和耐力的培养

在钢琴教学练习基本技法的过程，同时也是磨炼孩子意志力

和耐心的一个过程。虽然表面上教师教的是弹奏技术和学习方法，

但也是学生人格培养的重要手段。钢琴的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品

质就是坚持和耐心。

学生在练琴过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很容易坐不住，产

生烦躁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就很考验老师和学生的心理，这个

过程中老师的引导就十分的重要。

首先要懂得教育心理学，第一步老师需要及时调整学生的心

理，用同理心去肯定学生的情绪，这样子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然后老师们需要适当引导，让学生调整自己的情绪，学会心

平气和地去面对困难，接受挑战；

最后才能真正地用正确的方法和心态让学生去解决练琴中的

难点，解决难点时的思路就是考验老师水平的时候了。

所以，学生练琴中的畏难情绪是很正常的，老师必须要对学

生的心理有充分的认识，鼓励他们处理难点之前，先处理好自己

的心情，这就迈向了成功的第一步。

当然，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中，教会学生想办法或者求助于身

边能帮助的老师或长辈，这也是一条捷径。最终当学生们解决问

题后所带来的成就感，也是会鼓励他们积极地去面对生活中的任

何困难和挑战。

（二）心理素质的磨砺

每一个学琴的孩子都会面临上台的演奏。那么，让他们去参

加各种钢琴大赛和活动的过程，就是对心理素质很好的锻炼。首先，

家长和老师的心态一定要端正，给学生传达的理念要客观和科学。

艺术教育应该是甜的，它不仅是一门技艺，如果不包含有喜爱，

那就会适得其反。保护好孩子的学琴兴趣，如何让他们品味到才

艺的魅力和兴趣，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所以在这些的比赛或者考级的活动中，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在

这个准备的过程中，孩子上台遇到的问题，如何克服紧张的心理等，

如何从别人身上去感受弹钢琴的魅力，如何正确地去看待结果等

才是参加活动的意义所在。

只要能在比赛或者音乐会上台的过程中有所收获，一次比一

次好，那就是进步，一次结果并能不代表永远，如何调整好心态，

正确面对不同的结果，下一次才是最重要的。

老师用耐心去化解学生们的各种情绪，比单纯地教授弹奏技

术难很多，可是一旦给学生解决练琴的心理问题后，再去讲解弹

奏技术的东西，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大学》里说道：“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不正是学生在弹奏过程中，先从心理

再到行动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三、钢琴艺术教育上升到美育和爱的教育

钢琴艺术教育不单只是识谱能力和弹奏能力的培养，还要上

升到美育和爱的教育，因此教育一直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从古代

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观一直在不断更正和刷新，到底怎样的教育

才是真正好的？怎样的教育才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凭自己的经

验来判断，但我想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经得起历史的推敲，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纵使社会上的教育标准五花八门，但最

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教学的路上，我们需要不

断地去探求什么才是最适合的教育，什么才是最美的教育。

（一）钢琴艺术教育要先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学会真

善美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当上了一所中学

的校长，他会给每一名刚入职的新老师一封信，信中说：“亲爱

的老师，我亲眼看到人类不应当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所长

的工程师建造，儿童被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幼儿被训练有素的

护士杀害，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我

请求老师们帮助学生成长为具有人性的人，只有使孩子在具有人

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教育不正是如此吗？老师不能只停留在

知识、文化、技能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先要有健全的人格和三观。

所以，在钢琴启蒙的教育中，我们教会学生们不只是演奏的能力，

而且它必须要充满着真善美的情怀，才能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

影响，这才是最美的教育。

教育学者尹建莉提到过：“艺术是大自然埋进每个生命里的

宝藏，是人生的终极追求和爱好，好的开采可以让它光华耀世，

乱采滥挖则是对这些宝藏永久性的破坏。”钢琴启蒙教育表面上

是一门技术活的教授，是一门音乐审美的教育，但其背后所影射

的是对孩子一场心里历程的见证，是对孩子内心真善美的教育。“艺

术教育”不能仅仅只是“艺术技巧教育”，一个人纵使熟练掌握

一门技艺，没有真善美在里面，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二）钢琴艺术教育应回归简单朴素，回归到爱

钢琴艺术教育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我们不单是学生们的

老师，学生们也是我们的“老师”，这个过程中，学生给了老师

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伴随着我对教育

的思考。

刚步入钢琴教学时，很多老师会觉得教学是一个很复杂的过

程，可是教到最后会让人发现，原来复杂的教育到最后还是可以

回归简单，这个简单可以称之为“走心”，也称之为“爱”。

爱学生对于老师来说，都不是问题，但是如何选择爱的方式

确实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年的教育经历中，学生们教给了我们最

好的答案，那些“走心”的历程，让我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见

证了钢琴艺术教育的美好。

其实美好的教育并不复杂，原来它往往是最简单而朴素的，

它是教育的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无数症结，所以我坚信最美的教

育最简单，到最终都要回归到真善美的教育，回归到爱的教育。

只有将钢琴艺术教育和爱的教育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开出一朵美

丽的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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