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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小提琴启蒙教育问题探究

薛 晖
（兰州文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30）

【摘 要】 随着西方音乐的广为传播，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并喜爱小提琴。现阶段，我国众多高校都开设了
小提琴演奏教学，让很多学生都可以进行专业的小提琴学习。为了更好地推进高校小提琴演奏的教学，
关注小提琴启蒙教育是重要内容。本文围绕“高校小提琴启蒙教育的一般规律”“高校小提琴启蒙教育问
题探究”“高校小提琴启蒙教育完善策略”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不断地改进当前小提琴启蒙教育中
所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高校小提琴演奏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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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多数学生的教学体系。对于学习效率高、提升空间

大的学生，教师要从“创新”的角度，给学生提出更高

的要求，帮助学生树立更长远的学习目标。而对于学习

效率不是很高，仍然处于磨合阶段的学生，教师要从

“方法”的角度，给予学生更多地科学指导，让学生慢慢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打好小提琴演奏的基础，在

熟能生巧的基础上再进行提升。

1.3 培育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
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来自

一种“自我认可”。简单来说，学生通过小提琴的学习，

要树立一种信心，要相信自己可以把这种音乐学好。如

何培育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一方面，在小提琴启蒙教

育阶段，教师要重视“音乐熏陶”“音乐前景规划”。教

师可以对学生开展鉴赏类的教学活动，向学生介绍小提

琴目前的就业、创业情况，让学生从更开阔的视野认识

小提琴。当小提琴的学习内容可以与实际生活产生紧密

联系时，学生的兴趣就会很自然地萌发出来。另一方面，

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教师要重视“方法”的教授 [3]。

在每一次教学结束后，教师要布置相应的复习任务、预

习任务，让学生通过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强化对小提

琴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学生只有看到自己的进步和

收获，才能建立起学习小提琴的自信。

2  高校小提琴启蒙教育问题探究

2.1 学生兴趣缺失
如果在启蒙教育阶段，教师不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那么，在后续的学习中，学生就很难对小提琴有

比较大的学习热情。导致学生兴趣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一

方面，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有些教师没有从“启蒙”

上突出这一阶段的教学特色，一味地按照教学大纲进行

灌输式教学。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就会陷入无目

标、无动力的学习状态中，很难产生比较浓厚的学习兴

趣。另一方面，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如果教师只是

从“技能”的角度 [4]，强化学生的小提琴学习，学生很

容易产生练习疲劳，慢慢地就会厌倦小提琴。一旦产生

这种厌倦情绪，学生就很难培育对小提琴的学习兴趣。

音乐教育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小提琴属于其中一种。

当学生刚开始接触小提琴时，对小提琴这种音乐形式并

没有很深刻的了解。这个时候，“启蒙教育”就是一扇门，

可以打开学生的视野，点燃学生的兴趣。探究高校小提

琴启蒙教育的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规范高校小提琴教

育体系，让更多学生可以充分感受小提琴的音乐魅力，

继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音乐形式的学习中。

1  高校小提琴启蒙教育的一般规律

1.1 保持“循序渐进”的学习心态
学习小提琴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在启

蒙教育阶段，这种循序渐进的学习心态，是教师教学的

重要内容，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传达给学生。

一方面，每个学生的音乐基础和音乐接受能力都不一样，

对于音乐接受能力较好的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他们

可能会表现得很突出 [1]。这个时候，教师除了要认可学

生，还应该适时地提醒学生，让学生保持不骄不躁的心

态，沉下心来进行更深入地学习。教师要让学生明白，

学习小提琴，不能只是满足于技能上的造诣，还要从艺

术修养的角度，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综合素养。另一方

面，对于音乐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

教师要科学引导学生，让学生循序渐进地提升自己的音

乐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重点维护学生的自尊心，

让学生对小提琴的学习有信心，有正确的价值观。只有

建立在有自信的前提下，学生才能豁然开朗，取得更大

的进步。

1.2 构建“差异化”教学体系
小提琴教育属于音乐教育中的一种。音乐教育从接

受能力、领悟能力、创新能力上来说，是因人而异的，

不可能每个学生都表现出同样的音乐能力。因此，在启

蒙教育阶段，构建“差异化”教学体系很有必要。第一，

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教师不仅要重视教学设计，还

要关注学生的个人需求，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特征，

为每一个学生制定适合他们的学习计划 [2]；第二，在小

提琴启蒙教育阶段，教师在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后，

要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考核等多方面，规划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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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在启蒙教育阶段，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很重要。目前，

部分高校在小提琴教学中，教学模式过于单一，主要表

现在：第一，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有些高校过于强

调“纪律化”“规范化”。每次在课堂上，教师都是主导

者、示范者，学生很难融入自己的表达和创新。在这种

传统的“教师教、学生模仿”的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思

维和学习能力，都很难得到有效锻炼。第二，在小提琴

启蒙教育阶段，有些高校过于强调“技能”，对学生的学

习要求和考核标准，都围绕着“技能”展开。这样的教

学模式会限制小提琴学习的格局 [5]，让学生陷入“纯技

能型”的学习中，不利于从音乐情感、音乐精神等方面，

培育学生的音乐综合素养。

2.3 忽略差异化学习需求
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小提琴教学中的“差异化”

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

有些高校开展的小提琴教学过于“统一化”，对于一些音

乐基础不是很好，接受能力很有限的学生来说，他们很

难跟上教师的节奏，也很难适应集体的学习氛围。在这

种情况下，学生对小提琴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很难建

立起来。另一方面，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有些高校

开展的小提琴教学过于“平庸化”，有些学生从小就接触

小提琴 [6]，已经具备比较好的音乐学习基础。对于这种

类型的学生，如果教师设计的教学内容没有一定难度，

就会打压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感觉到没有挑战性。

3  高校小提琴启蒙教育完善策略

3.1 突出启蒙特色，有效激发学生兴趣
有些教师之所以很难点燃学生的兴趣，是因为没有

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规划启蒙教育。那么，在高校小提琴

启蒙教育中，如何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一方

面，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教师要从“启蒙”上，突

出这一阶段的教学特色，除了要参考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还要站在学生的角度，以学生关心的点，例如：小提琴

艺术家、小提琴就业前景等，来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 [7]，

从而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在小提琴

启蒙教育阶段，教师要强化学生对小提琴的内涵认知，

让学生知道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都需要经过持之以恒的

练习，才能有所成就。这样一来，学生在练习过程中，

就会端正自己的心态，试着去克服练习的艰辛。除此以

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小提琴鉴赏”“小提琴表演”等形

式，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感受到小提琴练习中的乐趣。

3.2 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优化现有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灵活起来，启蒙教育就会轻松起来。如

何优化现有的教学模式呢？第一，在小提琴启蒙教育

阶段，高校除了要强调纪律和规范，还要给学生营造

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教师在讲解小提琴乐理知识

时，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工具，为学生呈现丰富多彩

的教学资源，启发学生的学习思维，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第二，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高校不仅要重视

技能的练习，还要重视情感的熏陶，要鼓励学生带着感

情去演奏小提琴。当学生从情感的角度去要求自己，学

生更容易获得音乐上的共鸣，从而提升自己的音乐综合 
素养。

3.3 完善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重视差异化学习
需求
有些教师虽然意识到差异化教学的重要性，但在细

节上没有进行完善。一方面，在小提琴启蒙教育阶段，

高校开展的小提琴教学要从差异化的角度，考虑到音乐

基础不是很好的那一部分学生，要通过科学的“课前预

习”，提高这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的适应能力。教师还可

以多组织一些小组形式的学习活动，以集体的成绩为标

准，鼓励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帮助，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

得到集体的帮助，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另一方面，在小

提琴启蒙教育阶段，高校开展的小提琴教学要从差异化

的角度，为音乐基础较好的学生安排一些有难度的“课

后复习”。比如说，教师可以选择比较复杂的乐谱作品，

让学生在课后练习。这种有难度的学习内容，更能激发

这一部分学生的潜力。

4  结语

在学习小提琴的过程中，“启蒙教育”不仅是音乐兴

趣的启蒙，还是学习思维的启蒙。良好的学习思维对学

生今后的音乐学习来说，都受益匪浅。虽然在实际情况

中，部分高校在小提琴启蒙教育中，仍然存在这样或那

样的问题，但启蒙教育本身就处于不断完善的状态。未

来，在高校小提琴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

学生会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小提琴这种音乐形式，并

自主地投入到小提琴的学习中。让学生清楚感知小提琴

的魅力所在，并持之以恒地去学习、去钻研，这是高校

小提琴启蒙教育的重要教育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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