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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音乐陪练软件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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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线上音乐陪练软件越来越多，为了使音乐教学更加丰富高效，本文将对“VIP陪练”“小叶子

智能陪练”这两款软件进行研究分析，发掘其存在问题提出优化建议，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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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online music training software. In order to make the music 

teaching more rich and efficient, this paper will study and analyze the "VIP training partner" and "Xiao Leaf intelligent training 

partner", explore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so as to get bet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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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不断拓展与深化，以

及大众对于高质量高水平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多的线上

教育软件出现在大众的生活当中，线上音乐陪练软件作

为教育软件的一种模式，近年来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这不仅扩大了音乐教育的影响力，也是在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下学习、练习音乐的权宜之计。

这类软件能够良好地达到音乐教学的一些基本要求，

以其新颖化、智能化的教学模式深受音乐学习者的喜爱，并

在当今社会逐渐普及。本文将对如今市面上的“VIP陪练”

“小叶子智能陪练”这两款线上音乐陪练软件进行研

究比较，首先概述这两款软件的产生及发展现状，接着

分析两款软件的特点与优势，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之处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一、对“VIP陪练”软件的研究

（一）“VIP陪练”软件的介绍与发展现状

VIP陪练是由上海妙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

款线上乐器陪练应用软件。拥有ios客户端和android客户

端两种版本。VIP陪练通过线上一对一线上陪练的方式

解决琴童在专业课后学完就忘，错音，节奏不对，练琴

不专注等一系列练琴问题，同时陪练课结束后会共享课

后反馈及视频给学生家长，家长能收到陪练教师的上课

内容反馈，清晰了解学生练习情况。这一系列的教学方

式都鲜明地体现了其VIP“会员”制的特点。

用户在首次注册登录app时，系统会有一系列信息

的录入，包括孩子年龄，所学乐器种类，学琴时间等基

本信息，接着会让用户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一节陪练体

验课让用户切身体验陪练课氛围。app的首页有音乐星

球，乐谱库，家长课堂等几大板块，页面设计简约大方，

内容丰富有趣。

VIP陪练致力于音乐教育+互联网的探索，为琴童解

决在练琴的过程中烦恼，为家长和老师提供更便捷的教

育方案，推进音乐教育的发展。2018年11月，VIP陪练

获得由老虎环球基金领投，腾讯、兰馨亚洲、金沙江创

投、蓝驰创投等跟投的1.5亿美元C轮融资,创国内素质

教育历史融资纪录。在2020年疫情等因素催化下，在线

音乐教育更是成为了学童家长们的主流之一。

（二）“VIP陪练”软件的特点与优势

1.  陪练不枯燥，教师随心选

“VIP陪练”利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契机，采用线上

真人一对一授课的模式。针对当代琴童练琴时不专心易

走神，没有音准概念等问题，创造了高效的线上一对一

音乐陪练模式。一方面，在这种真人陪练课程中，教师

能够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在练琴中出现的问题，例如错

音，节奏不对，手型不好等问题，通过科学、及时、有

效的指导，陪伴学生度过枯燥乏味的练琴时光，及时排

解学生练琴缺乏耐心不想练琴的不良情绪；另一方面，

教师通过与学生线上互动，有效激励的方式，能够较好

地提高学生练琴的兴趣，从而辅导学生更好地掌握练琴

技巧，更高效地度过每日的练琴时光。

师资储备是一个教育企业是否具备竞争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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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个平台能够持续发展的保障。“VIP陪练”目前有

教师约3万名，教师来源于平台开设的教师端进行的自

主线上应聘，应聘环节包括听音测试、教学培训、入职

考核、办理入职这四个板块。在职期间的教师也会定期

有音乐基础理论，如基本乐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

史等内容的考核，保证教师的专业性。“VIP陪练”根据

教师的学历以及专业能力、教学经验将教师划分为优选、

王牌、十一大、演奏级四个等级，学生可以根据不同的

需求匹配不同的师资。

2.  服务内容多样化，设计结构人性化，

“VIP陪练”具有“真人一对一”陪练与人工智能AI

陪练两种模式，截至目前为止共有32种不同类型的乐器

陪练，除了最常见的钢琴，大提琴等西洋乐器，VIP陪

练还有二胡，琵琶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陪练，是目前

中国音乐陪练软件市场上服务乐器最多的陪练平台。除

了主要运营的陪练课程之外，该平台还开设了“家长天

地”“音乐星球”等专栏内容作为陪练课程衍生的增值内

容，通过聆听音乐资料提高音乐鉴赏能力，以“寓教于

乐”的形式极大地激发了琴童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为琴

童家长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与资源分享平台，让中国

更多的琴童家长能够更加轻松地陪伴孩子学习音乐。

“VIP陪练”采取课前课中课后全干预的模式。在上

课前，家长需要提前将孩子的琴谱进行上传，填写本节

课孩子预期想要达到的演奏要求，系统会匹配相对应的

老师，在开课前30分钟用户会收到开课提醒。陪练过程

以语音在线传输技术与鹰眼摄像头形式进行线上真人一

对一授课，教师在进入教室后会看到学生基本信息与家

长填写的弹奏要求从而进行科学化授课。在课后，教师

会及时反馈课堂内容给家长。

二、对“小叶子智能陪练”软件的研究

（1）“小叶子智能陪练”软件的介绍与发展现状

“小叶子智能陪练”是由小叶子（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在2019年开发的一款线上钢琴陪练软件。拥有ios客户端

和android客户端两种版本。小叶子智能陪练是小叶子音乐

教育旗下钢琴智能陪练品牌。技术开发团队自主研发并应

用了“琴声识别技术”，产品拥有电子曲谱展现和解析能

力。内置全球首创的AI驱动自适应钢琴陪练系统，能精准

地听出孩子的弹奏问题，错音、卡顿，即使是像肖邦练习

曲这种更难的曲目，该软件也能达到较高的识别准确率。

该软件将钢琴陪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识

谱”，软件智能地将每首曲子分句，让学生分手练习，在

学生弹奏时识别弹奏出地音准，要是有错音出现会有提

示;第二部分是“提升”，点击进入此环节后，软件会在

学生弹奏过程中识别并标记出不熟练的小节，让学生进

行反复练习，这样确保了学生演奏曲子的流畅性与完整

性；第三部分是“测评”，软件会从音准、速度、节奏、

流畅度、完整度、稳定性五个方面给出测评分数与详细

报告，指出弹奏的问题。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学习，学生

可以良好地完成一首曲子的训练。

小叶子智能陪练是小叶子音乐教育旗下品牌，国际

钢琴大师郎朗投资并代言，已先后获得创新工场、真格

基金、美国红杉资本等多轮投资。2020年12月，分别

荣获腾讯“2020年度影响力素质教育品牌”大奖和网易

“2020年度影响力在线教育品牌”大奖。

（2）“小叶子智能陪练”软件的特点与优势

1.  AI智能纠错，想练就练

“小叶子智能陪练”软件运用AI智能进行电子曲谱

的展现和音乐解析，能够精准地识别用户在练琴过程中

错音、卡顿等一系列问题。当用户在进行识谱部分时，

能够及时识别并指出弹奏的错音，并提示正确音帮助学

生正确弹奏，确保了学生演奏乐曲的正确性。此外，对

于不熟练不流畅的部分也会有明确提示，学生可以根据

提示对框出来的小节进行反复练习。

该软件不需要进行提前的课程预约，也不需要额外

的外接设备，正规品牌的钢琴、电钢琴都能使用。在软

件页面上有一系列钢琴教材，内容齐全丰富，钢琴启蒙

（例如小汤）到高阶曲谱全覆盖，既满足了钢琴的初学

者，也满足了想要提升的进阶者。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需要选择曲目，随时随地只要身边有钢琴就可以进行智

能陪练，此便利性与无限制性是区别于其他线上陪练软

件的一大优势。

2.  大师示范，良性激励

“小叶子智能陪练”软件页面中提供中国音协、中央

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各大主流钢琴考级机构的最

新考级曲谱。也提供多机位全角度的名师示范视频，例

如钢琴大师朗朗的演奏视频，供学生观看寻找音乐感觉

提高对钢琴的喜爱程度。此外，还提供大量的音乐基础

理论题目给学生练习，起到海量题目随便刷的效果。

小叶子开设用户全网练琴排行榜，多练一遍，评分

就会提高，排行榜排名就会提升。通过发布孩子的演奏视

频进行交流、评比，激发孩子们的练琴兴趣，让孩子更有

自信，大大提升了孩子的练琴兴趣。每次完成练琴任务

后，还能获得相应的音符奖励，用户可以用自己积极练琴

挣来的音符奖励兑换自己喜欢的小礼物，这样地设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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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有目标地进行练琴，养成每日练琴的好习惯。

三、线上陪练软件存在问题研究

通过对“VIP陪练”和“小叶子智能陪练”这两款软

件的研究，可以看出软件的开发公司都意在开发有利于提

高乐器“练习”的平台，通过线上“真人一对一”和“琴

声识别技术”实现远距离高效陪练，这种新颖的练琴模式

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与喜爱。但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便

携式线上教学模式并不是完美无暇的，对于音乐这一门特

殊的学科来说，它定不能替代线下实景性的课堂，因此笔

者针对两款APP的共有问题进行以下分析总结：

（一）存在问题

1.  音乐学科教育的特殊性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无论是声乐、器乐还是歌曲创

作，都离不开“听”。因此学习音乐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听

觉能力与音乐审美能力，从多媒体中传出来的乐音经过

磁场、网络延迟等一系列“加工”，会减弱其真实的演奏

效果，长期进行线上的练习会影响学生对乐曲的表现力。

此外许多像大提琴小提琴这样需要演奏手法与技巧的乐

器离不开老师手把手的教学，师生隔着屏幕上课由于缺

乏交流、缺乏互动，许多手型动作规范以及乐曲处理技

巧学生很难心领神会，这是线上音乐教学区别于传统线

下音乐教学最大的地方。

2.  对陪练软件的依赖性

虽然线上陪练软件给人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有许多

用户在长期使用线上陪练软件之后对软件产生了依赖性，

一想到练琴就要打开app,无法自己合理安排练琴时间，甚

至有些儿童没有了一对一老师的陪伴就没有办法专心练

琴，如此使得学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独立学习总

结安排时间的能力。此外，长期盯着手机平板屏幕看会对

眼睛造成一定的伤害，特别是儿童，容易有近视的风险。

3.  软件系统的误差性

就“小叶子智能陪练”软件来看，虽然软件能够识

别出演奏过程中的错音，但是无法识别出错误的节奏，

而节奏对于乐曲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指出学

生不熟悉的小节后，想要单独练习某一句的操作较为繁

琐。此外，测评环节的分数是依靠电脑通过一定的算法

去测评的，并不能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地演奏技术，存

在一定的误差。并且当演奏速度较快时，系统会出现延

迟从而发生识别的误差。

（二）改进措施与建议

1.  提高教师选拔门槛，多维度培训考核

教师的专业能力决定着一个平台的教学能力及水平。

平台应该严格地选拔教师，提高教师的门槛，线上线下相

结合地考察教师地专业能力、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准。以“VIP

陪练”为例，其现在的教师线上选拔考试主要考察其专业

能力、听音、节奏感等，考察环节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应

该增加音乐基础理论、中西方音乐史、弹唱等方面的内容。

确保每位教师能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满足教学要求。

2.  借鉴OMO模式，线上线下相融合

OMO即online merge offline，让线下器乐教学与线上

器乐陪练相结合，从而达到最高效的音乐学习。一些理

论知识像基础乐理、中西方音乐史的知识内容可以通过

线上教学方式来完成，以趣味视频的形式给琴童灌输知

识比在线下课堂枯燥地听课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而器

乐的学习则需要多依靠线下教学来完成，学生需要通过

与老师的互动与交流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可以适当结

合线上陪练来进行辅助教学。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

将成为今后音乐学习的一种趋势。

综上所述，线上音乐陪练软件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改进自身问题以追求更高的规范化与专业化，以此

来弥补传统线下音乐教育的不足。只有与时俱进，不断

创新才能使线上音乐陪练软件得以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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