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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钢琴教学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

翟　震

泰州学院　225300

摘　要：当下经济的不断增长之下人们对于文化生活质量要求逐渐提高，音乐艺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之一。

钢琴是艺术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其是西方乐器的代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钢琴学习者日渐增长。在我国高校教学中，钢琴

教学已经成为重要课程，怎样通过钢琴教学让学生形成创新能力，成为高校教师应当分析的问题。本文结合教师自身多年

工作经验对高校钢琴课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希望能为广大同仁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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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之下高校需要按照学生的实际能力进行针

对性的策略的制定，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与社会对人才的要

求。但是实际教学中可以发现，部分高校钢琴教师教学中依

旧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学中集中于教材知识与钢琴实

际技巧方面，这些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模式也不够新颖。这样

的教学方法太过刻板，导致学生通过教师的教学难以生成创

新意识反倒是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形成严重的影响。并且学生受到统一的教育，因此其钢琴技

巧方面并没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并不符合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基于此，文章首先明确钢琴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接着分析怎样在钢琴教学中让学生生成创新能力，致

力于让学生适应社会的需求。

一、高校钢琴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意义

当前，社会对人才有着全新的需求，其需要具备创新

能力的人才让各个行业焕然一新。这对于学生而言就需要其

形成创新能力，这也是学生增加自身在社会大环境中的竞争

能力的主要因素，更是学生自身的学习素养的关键性标志。

面对社会的这一需求高校也应当做出适应的改变，高校教学

中有效地渗透创新教学方法变得尤为关键，如何将“创新”

更好地融合到钢琴教学当中已经成为众多教育工作者需要

重点思考的问题。因此文章首先在教学的引领人教师入手，

想要学生形成创新能力首先就要教师有创新意识，其次在教

学内容与学生审美能力方面入手，实现全方位的创新能力培

养过程，助力学生发展。

二、高校钢琴教学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

1.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第一步——提升教师的创新意识

高校钢琴教学中，教师始终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引导

者对于学生探索钢琴知识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想要学生

形成创新能力教师首先要具备创新意识，因此教师需要在教

学中融入创新意识。如果教师没有良好的创新意识，那么在

课堂教学中就难以发挥出作用，对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更

是无稽之谈。在教师创新意识方面，可以在如下方面贯彻落

实：

首先让教师形成对教学模式的独特的见解。即让教师对

教学模式生成自己的理解，在生成理解的基础之上实现传统

教学模式的转变。对于教学模式的转变需要以教师为中心，

传统课堂教学应当得到转变，教师需要结合时代发展与学生

的实际需求创新教学模式；

其次教学内容方面，教师需要创新优化自己的课堂教

学内容，这一点将在下文的丰富教学内容处具体讲解，创新

教学内容主要是为了让学生的创新思维获得发展，唯有创新

教学内容，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知识，丰富学生的眼界，才

能让学生形成创新意识，才可以让学生感受到钢琴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其本身的美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出钢琴

课程的功能，才能有效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最后则是教师本身，这一点要求学校在教师招聘的过

程中进行严格的审核。钢琴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是存在一定

的区别的，这一艺术学科教学需要教学教师有着较高的专业

理论知识，同时还要有较高的情感领悟性能力。这主要是因

为钢琴教学中，需要教师对钢琴曲目产生情感理解，这样弹

奏出的钢琴曲才能让学生形成情感共鸣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基于此高校应当强化对钢琴教师的要求，并组织钢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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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定期参与到培训中，以此让教师获得教学新思维，提

高教师的专业能力，让教师成为具备高素质的高质量教育

工作者。

2.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第二步——丰富钢琴教学内容

钢琴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乐器，在我国虽然已经历经

百年，并且也出现了符合我国民族特色的作品，但是这种乐

器给他人的感觉依旧是带有浓厚的学院色彩的。学生在进入

高校接受钢琴教育后，因为接触到的知识内容相对而言较为

过于有限，因此其视角也显得不够广阔。为了让这些问题得

以解决，教师则需要让教学范围扩大化，既丰富钢琴教学的

内容。在这一方面，教师积极鼓励学生融合我国民族文化特

色于钢琴知识中，以此让学生的视野得到延伸，让学生在民

族元素中获得有益的养分，实现学生的思维的发展。民族艺

术与钢琴的融合教学教师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其实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有大量的音乐教育学院在钢琴教

学中融入民族元素，并请了许多我民族艺术专家到学院中讲

解乐曲知识，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中，通过这一过

程大大丰富了音乐的形式，让学生获得了创新能力的发展，

产生了许多充满民族特色的杰出钢琴作品。在遵循“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的音乐原则下，一群年轻的作曲家和演奏家

开始崭露头角，同时，前辈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风格也展现出

全新的风貌。他们不仅为我国当代钢琴作品提供了大量素

材，还为许多民族乐器开辟了自己崭新的发展空间。在这一

风潮之下涌出了大量的年轻作曲家，并成功将《浏阳河》《百

鸟朝凤》等曲目呈现为钢琴曲的形式展现给大众，取得了大

众的喜爱，这些曲目更是被选为经典曲目。这些作品不仅丰

富了我国钢琴音乐宝库，还为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而经过长久的研究实践，当下我们也总结出

了具备我国文化特色的钢琴创作方式。作曲家进行创作的过

程中可以引进民间的曲调在配合一些变化丰富的节奏，通过

对位和对比、模仿式复调二声部进行改编，以此为我国的民

族音乐注入全新的元素，让音乐更加生动，让民间元素获得

钢琴乐曲方面的新生为。这一探索过程是具备实际价值的，

在实际钢琴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进行借鉴，此外这种教学方式

对于学生获得民族自信、家国情怀也有着一定的帮助。除了

民族元素之外流行歌曲元素也不容小觑，教学中，教师也应

当引导学生关注流行歌曲，将其融合到钢琴艺术中。钢琴不

是传统的艺术形式，在学习钢琴的旅途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

积极发现文化元素、融入文化元素，让钢琴与时代发展共进，

创作出具备时代特点的新乐曲。唯有跟随时代的步伐，才能

帮助教育者和学生更深入地观察这个世界、更透彻地认识到

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并为钢琴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具体而

言，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抖音、快手、B 站中的流行乐曲元

素融入到教学中，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对钢琴学习的兴趣，并

且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乐曲可以让学生获得学习视野的大幅

度扩展，带给学生全新的体验，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有

着重要的作用。

3.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第三步——让学生获得审美能力

审美能力看似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不相关，但是实际

上审美能力对于学生创新能力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钢琴

教学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审析作品以培养他们的审美能

力和艺术判断力。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让学生形成

这一能力：

首先，教师需要清楚地认识到，仅仅依赖华美的演奏

手法是不足以创作出钢琴曲的，高质量的钢琴曲的创作需要

有丰富的内涵。因此，钢琴教学中，教师要带领学生分析学

习的作品其中蕴含的内涵。在这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

经过多次聆听分析，促使学生可以触碰到、感受到音乐家的

情感，在感受到情感的基础上，再回到乐曲中与音乐家建立

联系，以此让学生理解到乐曲的内涵。

其次，教师可以讲解给学生一些赏析的知识，比如可

以在乐曲的曲调等方面进行赏析，并通过创作背景感受其传

达出的情感内容；

最后，教师鼓励学生多欣赏一些优秀的钢琴音乐作品。

在大量的音乐作品之下学生才能形成想象力、思维能力以及

对乐曲的审美能力，并获得多种感官的刺激，从而形成对作

品的体验，这样可以让学生的个性获得激发，最终培养其创

新能力。

三、结束语

简言之，高校人才培养中钢琴教学有着重要的作用，

其是艺术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对人才提出了新的

要求，因此学校与社会对学生的素质与能力的重视不断提

升，其中创新能力无疑是学生综合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之

一，因此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在钢琴教

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提高自身教学素质发展自身创新意识带

动课堂教学，让学生形成创新能力。还可以丰富课堂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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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引进民族文化与流行乐曲文化，丰富学生的眼界与认知，

促使学生形成创新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在学生的审美能力

入手，通过审美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教师的教学过程要始

终贯穿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此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

社会竞争力作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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