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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琴教育”是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内容。随着艺术教育的普及，接受钢琴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多。为了能够
更好地促进钢琴教学，探究高等院校钢琴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围绕“高
等院校钢琴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性”“高等院校钢琴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高等院校钢琴教育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希望进一步规范我国高等院校钢琴教育体系，培养出越来越
多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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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一方面，在社会环境中，涉及钢琴知识的领

域越来越多，需要一批具有应用型能力的学生，来胜任

这些工作，推动这些行业健康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

的客观需求 [3]；另一方面，在社会环境中，随着我国综

合国力不断提升，钢琴领域的对外交流、对外合作也越

来越多，这对钢琴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

具备较高的实践应用能力，才能更好地把中国的钢琴文

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对外

发展。

2  高等院校钢琴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内容存在不足
当前，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在钢琴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教学内容不足”上。如何理解这种教学内

容不足？一方面，在钢琴教育中，有些学校使用的钢琴

教材，年复一年没有变化。随着钢琴市场的调整，这些

一成不变的教材会脱离市场需求，无法给学生传达新的

知识、新的内涵 [4]，不利于学生掌握与时俱进的钢琴知

识；另一方面，在钢琴教育中，有些教师的思维比较陈

旧，每一年的教案设计，都是固定的几首乐曲，没有从

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设计一些有新意的教学内容。这

样的教学内容很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教学效率

不高。

2.2 教学模式有待改进
在我国部分高等院校的钢琴教育中，“教学模式”方

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在钢琴教育中，有些学校安排的教学模式是
“大班授课”，对于钢琴基础不是很好的学生，有时候会

很难跟上大班教学的节奏。长此以往，这样的教学模式

会打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建立学生的自信心。

（2）在钢琴教育中，有些师采取的教学模式比较落
后，很少会涉及信息化教学 [5]。信息化教学可以呈现更

丰富的教学资源，也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脱离了信息化教学，教师的教学效率会更低，不利于构

建高效的钢琴教育课堂。

2.3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不合理
钢琴教育既包含理论教学，也包含实践教学。但在

实际情况中，有些教师没有合理地规划理论教学与实践

随着社会发展，钢琴的实际应用领域越来越多，这

一方面给钢琴专业的学生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但另一

方面也给钢琴专业的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社会

的需求，有些钢琴专业的学生表现出来“重理论、轻应

用”的现象，严重阻碍了钢琴专业的学生顺利就业。为

了更好地改善这种局面，我国高等院校意识到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重要性。

1  高等院校钢琴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性

1.1 促进学生就业
在新时期的就业市场中，钢琴专业的学生要想顺利

就业，就需要具备一定的应用型能力。具体来说，一方

面，在应用型人才的定义中，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

理论要真正应用在实践中，才能突显其意义。这一点符

合就业市场的要求，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需要的不是学

生纸上谈兵，而是学生可以胜任具体的工作岗位；另一

方面，在应用型人才的定义中，学生需要有敏锐的视角，

了解钢琴领域的最新动态，这也是用人单位比较看重的

素养，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要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就需

要了解市场，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由此可见，

在钢琴教育中，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念，可以更好地促

进学生就业。

1.2 有利于学校发展
我国高等院校在钢琴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一直

在探究更优质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

多方面的突出优势，有利于学校健康发展。具体来说：

（1）在钢琴教育中，培养应用型人才，强调了教育
的“实践性”。围绕这个人才培养目标，教师需要加强实

践教学，不断完善钢琴教育体系 [2]，有利于推动高等院

校教育教学改革。

（2）在钢琴教育中，培养应用型人才，强调了教育
的“创新性”。以此为出发点，学校在教育教学、校园环

境、社团活动、辅导员管理等方面，都会突显创新要素，

有利于构建更现代化、更先进的校园管理模式，促进学

校在新时期健康发展。

1.3 符合社会需求
钢琴教育属于艺术教育中的重要内容，随着艺术教

育的普及，相关行业对钢琴专业的人才需求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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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导致最终的教学成效不理想。具体来说，一方面，

在钢琴教育中，有些教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将主要

的精力用来讲授钢琴的乐理知识，很少涉及钢琴的实践

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的实践能力培育。学

生很有可能会出现“高分低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在

钢琴教育中，有些教师过于强调“专业技能”，基本上每

一次课程都是围绕“钢琴演奏”进行，这样的教学模式

突出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6]，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但忽略了钢琴的理论知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钢琴

综合素养。

3  高等院校钢琴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3.1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优化钢琴教学内容
针对钢琴教学内容方面存在的不足，高校可以从这

些方面去改进：一方面，在钢琴教育中，基于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学校关于钢琴教材的使用，要注意定期更

新，结合钢琴市场的实际需求，学校只有不断更新钢琴

教材，才能保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给学生带来与时俱

进的钢琴教学；另一方面，在钢琴教育中，教师的教学

思维要进步、要打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教师

对于教案设计，不仅要保留经典的乐曲，还要积极引进

一些新的乐曲 [7]，例如：肖邦《夜曲集》、《波兰舞曲集》，

德彪西《儿童园地》、《前奏曲集》，舒曼《蝴蝶》，舒伯

特《音乐瞬间》，李斯特《爱之梦》、《安慰曲》等，建立

更丰富的“钢琴乐曲库”。

3.2 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指导 改进钢琴教学模式
如何更好地改进现有的钢琴教学模式？

（1）在钢琴教育中，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指导，学
校不仅要设置统一的大班教学，还要设置一些有针对

性的小班教学，例如：一对一课程，让不同基础的学生

可以接受更好的教学模式。学校还可以增设“钢琴赏析

课”，对于初级入门、基础薄弱的学生，可以在赏析课

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乐曲，如：巴赫《创意曲集》、谭盾

《看戏》、贺绿汀《牧童短笛》、斯卡拉蒂《奏鸣曲集》、

柴可夫斯基《四季》、门德尔松《无词歌》、肖邦《圆舞

曲集》、黄虎威《巴蜀之画》、王建中《五木摇篮曲》等。

对于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学生，可以将赏析、演奏、即兴

创编结合起来，更好地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在这样的

教学模式下，每个学生都会对钢琴学习充满信心。

（2）在钢琴教育中，教师采取的教学模式要与时俱
进，要与信息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8]。比如说，教师

可以制作一些多媒体课件，在学生演奏前进行视频讲解，

指导学生手指力度、识谱视奏等方面的细节问题。再比

如说，教师可以制作一些重难点微课，在学生演奏后进

行音乐分析，帮助学生找到突破口，更好地进行下一次

钢琴演奏。信息化教学更生动、更直观，可以增进学生

理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钢琴实践应用能力。

3.3 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内涵 合理规划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
对于完整的钢琴教学来说，平衡好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的关系很重要。如何更好地规划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一方面，在钢琴教育中，对于重理论、轻应用的教

师，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内涵，

教师要科学设计实践教学内容。比如说，教师可以设计

每月一次展演活动，主要用来检测学生这一个月的学习

情况，并将展演活动常态化，让学生意识到每月的学习

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再比如说，学校可以组织音乐会

或者艺术大赛，主要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新热

情。另一方面，在钢琴教育中，对于重技能、轻理论的

教师，学校要建立更加完善的考核机制，逐步规范教师

的教学设计，让教师意识到综合素养的重要性。结合应

用型人才培养内涵，学校可以从“专业知识”“专业技

能”“综合素养”等方面，对教师提出新的教学要求，建

立一支既能进行系统化授课，又能进行即兴创编的高质

量钢琴教师队伍，为学生带来更优质的钢琴教育。

4  结语

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相关领域对钢琴专业的学生

会提出更多新的要求和新的标准。作为新时期的高校教

育工作者，要用动态的视角去看待“应用型人才”的概

念，要结合市场实际需求，定义什么是“应用型人才”。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我国高等院校里，不仅学生需要接

受应用型的教育，教师个人也需要接受应用型的学习，

不断优化自己的钢琴教育体系，为学生带来更优质的钢

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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