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3    2 卷 3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76 ·        教育发展研究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研究

李晶

滁州学院音乐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在音乐学院的学习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所有音乐学生都要掌握的基本乐理

知识，同时也为钢琴法的教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随着我国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各音乐学院的教育制度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此同时，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在改革中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引发了许多学者和专业人员的研究

以及讨论。本文以滁州学院音乐学院为例，对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进行探讨。通过分析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的培养

方向以及教学思维模式，对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进行崭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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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以前的音乐教育教学活动中，即使是高等的音乐

学院，也过多关注于传授给学生基本的音乐知识和音乐

技能，大都凭借着学生对音乐知识的掌握以及音乐技能

的训练来判断学生的能力。但这种方法严重妨碍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这种方法过多关注于对基本知识的灌输，

而剥削了学生自由创作和创新的能力；同时，这种方法

也会减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而辛笛应用钢

琴教学法注重对学生全面的发展，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相结合，鼓励学生进行自由的发挥和创造，从而提高

学生的既兴创作才能，成长为具有才华的音乐人。

1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定义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是培养综合型、应用型、创造

型人才的钢琴教学法，是结合实际，学以致用的钢琴教

学法。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是在中国钢琴普及教育飞速发

展形势下，以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教育理念为目

标，希望在钢琴教育面向大众，继承传统钢琴教学同时，

打破原有的老旧钢琴教学模式，从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

发展的钢琴教学法来面向世界钢琴教学活动。辛笛应用

钢琴教学法通过引导学生进行探索、模仿、即兴、创作

等速成学习，启发音乐想象，拓宽思维空间，努力培养

学生成为全能型的音乐人才。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有快乐学钢琴、兴趣学钢琴、

速成学钢琴和创造学钢琴四个教学特点，可以让学生全

面提高综合音乐素质，感受钢琴和音乐的魅力，提高学

习钢琴和音乐的乐趣。

2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的主要培养方向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有十二个教学模块：儿童钢琴

教育、成人钢琴教育、钢琴弹唱、钢琴四手联弹、钢琴

伴奏、钢琴作曲、爵士钢琴以及即兴弹奏等，所有的教

学模块都以培养学生的基本应用能力、即兴弹奏能力以

及培养学生成为复合型的音乐人才为主要方向。

2.1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传统的音乐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过多注重于对基

本知识的传授以及相关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了学生在现

实生活中的应用情况，导致很多学生在真正的舞台上不

懂得如何变通。而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倡导为学生营造

一个真实的舞台环境，让学生提前适应真实的舞台，提

高其学习的积极性和应用能力。

2.2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即兴弹奏能力

在音乐教育教学活动中，虽然学生熟练的掌握了基

本的音乐知识，但是其即兴演奏的能力却不强。辛笛应

用钢琴教学法中为学生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歌曲，包括传

统民歌、流行歌曲以及儿童歌曲等，为学生提供找到适

合自己演奏的音乐的类型。学生可以根据辛笛应用钢琴

教学法的指导，配合适合自己类型的音乐，完成即兴弹

奏演唱。

2.3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培养学生成为复合型人才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中不仅包含钢琴的教学，含包

括弹钢琴学作曲，成功的将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联系在

一起，提供多种类型的学习资源，为音乐学院培养学生

成为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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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三个主要培养方向的探究
展开

3.1 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上的探究

滁州学院音乐学院在以往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

练习传统曲目，并根据学生自身的学习特点，对学生进

行不同方面的专业培养。比如学生的技术培养、基本知

识的掌握以及演奏的心态等，但并没有取得较为明显的

成果。本学院通过使用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后，打破了

传统的老旧学习方法，取而代之是一种更加积极、活泼

的教学方法。一些对钢琴学习没有兴趣的学生，通辛笛

应用钢琴教学法的教育和学习，重新感受到了钢琴和音

乐的魅力；一些在实际舞台上没有头绪的学生，通过相

应的教育和学习中，能够提前整理好思绪，在演奏过程

中也自动排除了干扰因素。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仿佛把

学生带入了真正的音乐世界，通过激发学生的内心，使

学生的音乐能力得以应用。

3.2 培养学生即兴弹奏能力上的探究

在以往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滁州学院音乐学院在即

兴演奏的课堂上，主要是将学生集中起来，通过统一的

教育教学活动，让学生将所学到的音乐知识进行即兴发

挥。显然，这种培养学生即兴演奏的方法并没有发挥很

大的作用。

而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方法指出，教师在进行即兴演

奏的教学时，应考虑到当前学生的学习心态、学习兴趣、

学习动机等多个方面，在教学活动中要不断观察学生的

变化，并根据学生的变化而改变教学方式。同时，钢琴

又是配乐的最好音乐器材，对学生的分段练习有很大的

帮助，学生可以通过钢琴来进行即兴发挥伴奏并可以进

行重复的练习，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即兴弹奏和演唱的能

力。

3.3 培养学生成为复合型人才上的探究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方法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极

大的支持。比如曲式和复调课程，有很多学生是没有接

触过作曲的，他们通过曲式和复调课程的学习，可以了

解到一些作曲的基本知识，但无法将其应用到实际的作

曲中。即使一些悟性较高的学生将其应用到实际的作曲

中，在完成的曲目中也出现大量的错误。而辛笛应用钢

琴教学方法所提供的教育教学方法更加现代化，可以使

学生在学习一些曲目的同时，感受到曲式和复调，对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4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的教学思维模式研究
辛笛应用钢琴法的教学思维模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

教学思维模式。首先，传统的思维教学模式是将各种基

本知识分散开来，进行分散的学习之后，再统一将其结

合。而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方法鼓励进行超越，完全打破

了传统分散知识的学习，而是鼓励学生进行整体学习过

程中，去发现那些分散的知识。

其次，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比传统的教学方法作用

明显。传统的教学方法很容易导致学生熟悉掌握了基础

知识，但是无法将基础知识很好地应用到实践中；辛笛

应用钢琴教学法提倡学生进行大胆的创新和想象，不必

过多关注于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是多尝试错误去

发现更好的方向，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最后，传统的教学思维模式中旨在减少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错误，而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旨在鼓励学生出错，

并发现错误的根本原因，最后进行对错误的分析和解决。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我

情绪的调节都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也会让学生敢于出错、

敢于进行尝试，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应用能力。

5 如何进一步提高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的教学应用

5.1 鼓励学生实践和创新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鼓励学生进行即兴演奏，所以

在进行音乐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老师要积极鼓励学生进

行急性的自我创作。学校还可举办一些相关的比赛活动，

比如即兴创作比赛、即兴演奏比赛、作词作曲比赛等，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由创作能力。

5.2 因材施教

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并不是适合所有的学生，因为

每个学生的感兴趣点不同、能力不同，而辛笛应用钢琴

教学法提倡要因材施教。教师可以将学生集中起来学习

一节弹奏结合的课，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兴趣点，

了解学生各方面的基本能力，从而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

不同的教育教学。在课堂上，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帮助解决他人的

问题。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配备多名专业教师，在学生

学习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指导。

6 结束语
到目前为止，有很多国内外的教育家和音乐学家都

在对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方法进行不断的探究和探索，并

且都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不论

是对教学思维模式的探索，还是对演奏理念和技巧方法

等的诠释，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随着音乐学界的不断

变革和进步，对音乐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辛笛应用

钢琴教学方法为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和创新创作的人才提

供了很大的帮助，也为我国音乐界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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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方法值得各个音乐学院的学习和

探索，各个音乐学院应积极研究和使用其教学方法，以

促进学院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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