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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的钢琴教学中，大致有几种教学形式，从学生的年

龄段和技巧掌握的程度方面来开展的钢琴教学工作，通常以社会

力量的教学方式为主。社会力量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

灵活地运用时间，学生和授课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状况来自

行确定上课时间；开展一对一的教学指导。同时，因为在时间

和授课的学生群体是一对一的教学，可以使得学生按照自身的技

巧掌握程度来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的进度，开展课堂教学和学习

训练，对学生在较短的阶段内大幅提升演奏能力和技巧帮助非常

大。通过对我们国家目前的钢琴学习和教学方面的了解，我们

在这里阐述下在高等教育中，钢琴教学模式的改革、实践的探

究工作。

1  高校开展钢琴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音乐是一项能够培养人们对美的欣赏，以及缓解人们的情绪

的高雅艺术。高校开展钢琴教学活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化

基础的同时，对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是一项比较具有意义的教学活动。欣赏音乐艺术的美也在于

人们的文化底蕴程度，因此，高校中开展钢琴教学活动，一方

面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专业技能，同时，因为学生接受过高

等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对美和艺术的鉴赏能力和接受的

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在高校开展钢琴教学活动，不仅对学生的

身心健康成长和对美的欣赏程度有较好的引导和提高，同时，因

为高校学生文化基础，也使得学生在接受钢琴教学时，对作品的

理解和演绎要有一个较高的认识，对于学习钢琴这项高雅艺术的

音乐，在接受和欣赏以及作品的理解演奏方面都具有较好的辅助

作用。对于学生能够认真开展钢琴演奏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

从钢琴教学工作的实际意义方面，我们认识到在现阶段，人

们对业余文化生活的追求和对艺术欣赏方面需求，结合我们国家

的教育体系，钢琴教学已经成为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艺

术专业，在多年的高等艺术的教学活动中，有大量优秀的钢琴教

师在我们国家钢琴专业中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人才，使我们

国家在钢琴演奏专业技巧能力的教学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同

时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中的钢琴专业的教学实力。对学生

的专业熟悉程度和演奏水平进行考试和评价做为学生是否录用的

主要条件。因此，我们国家的中等教育院校和高等教育院校的钢

琴专业课的开展和学生录用；包括教学活动；是需要以学生的年

龄和文化课成绩为基础，同时结合学生对钢琴演奏的能力和水平

进行考核，通过文化课和专业课的考核后根据学生的成绩为录取

标准。

在我们国家的近期开展的高等教学改革工作中，面对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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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人才培养理念，对高等教育院校的

文化教学活动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和要求，要求高等教育院校在

开展文化课教学同时，对学生进行综合素养的培养和教育，要求

高等教育院校的教学工作，在文化课教学基础上，通过各项工作

的改革和深入，将素质教育培养引进到现实的教学工作中，高等

教育不仅要培养文化专业和学术领军人才，同时也要培养学生较

好的综合素养和综合能力，不能只偏重文化教学而忽略学生的综

合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和引导，完成新时期的高等人才的培养

教学工作！做为钢琴教学活动，有效的结合国家新的教学改革工

作要求，通过对学生进行艺术专业的培养和教学，使得学生在掌

握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上，对其它相关的专业技能也有一个较为充

分的接受和了解，避免引发学生的“书呆子”状况。同时，音乐

教学活动，不仅能使得学生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同时，也因为

钢琴的教学活动，培养了学生的艺术情操，塑造人的心灵，让学

生以更好的思维方式和心态来面对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所遇到的

各种问题，同时，能够以一个更好视角来对问题进行观察和分析，

从而做出选择判断，为学生的人生观的培养以提升学生的情操所

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是非常的具有意义的！

2  高校钢琴教学开展现状分析

我们国家在高校中开展钢琴教学是比较晚的，对比其它学科

的高等教育的开展时间要滞后很多，同时在钢琴教学开展的普及

程度上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钢琴教学工作开展，

在时间方面来看，在高等院校的艺术专业中，钢琴教学工作开展

时间还是比较早。在我们国家的早期高等教育文化教育以及专业

艺术教学中，钢琴演奏专业，做为我们国家重要的乐器演奏专业

已经引起国家教育部门的注意。为了能更好的发展国家的钢琴演

奏事业，在开设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中，钢琴专业教学以及其它

重要的艺术学科专业被国家做为主要的教学和艺术传承专业，设

定到高等教育的教学课程中，同时为了能更好的开展艺术专业教

学工作。国家专门设定了独立的艺术专业教学单位，比方像我们

所知道的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这样的教学机构，使得我们国家的

文化事业发展中，保留了丰富的艺术色彩，同时，通过专业教学

单位的设立，也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培

养出了较多的艺术人才，将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较好的传承和发

展下去。因此，在我们国家的专业的艺术高等教育机构，高校的

钢琴教学活动开展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而在普通的高校中，钢琴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却是多种多

样。在普通的高等教育中，钢琴教学的开展通常会有以下的一些

问题经常出现：

2.1学生主观能动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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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学生对钢琴教学活动的认识不足，因此，引发学生

对钢琴教学活动参与的主观积极性和能动性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同时局限于学生文化课的压力，同时，

也因为钢琴演奏是一项需要具备较高的演奏的乐器，如果学生没

有足够的时间练习也是无法开展演奏，因此造成学生对钢琴教学

的接受程度大为降低。

2.2学生的钢琴基础水平差异性大

普通高校的钢琴教学不同于专业艺术院校的钢琴教学，普通

高校的钢琴教学活动因为受到一些条件的局限，无法清晰的开展

个性化教学，使得参与学习的学生因为基础演奏水平和技巧掌握

差异的问题，无法产生对钢琴教学的学习兴趣，也影响到了学

生对钢琴教学的接受和认同的程度。

2.3有关钢琴的业余活动太少

增加形式丰富多样的钢琴活动，主要依靠学生自身对钢琴的

认识和了解，以及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钢琴是西洋乐器，传

入我们国家的时间也已经很久，并且，因为钢琴的独特的音色

和演奏能力、技巧，人们很早的时期就将钢琴做为一项高雅音

乐的演奏乐器进行演奏。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的著名的音乐家

和作曲家为钢琴乐器谱写了众多优秀的演奏作品，使得钢琴乐器

的演奏魅力得到了更高的提升。在培养学生参与积极主动参与到

钢琴教学，一方面通过学校钢琴教学课程的开展，另外一方面

也需要在学习和生活环境中增加钢琴因素，从而使得学生对钢琴

教学产生兴趣，参与到钢琴教学活动中。钢琴做为一项高雅的

艺术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欢迎。

3  新时期高校钢琴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策略

在钢琴的教学活动中，除社会力量教学外，在国家的教育

机构开办艺术专业的教学，开展钢琴专业的教学活动，也是我

们国家在目前的钢琴乐器教学活动中一项较为主要的教学方式。

由国家教育部门开办的艺术教学中，钢琴教学活动是按照教学成

绩和学生的文化课进度同时展开的。同时，我们国家教育系统

的艺术课教学通常都是开办在学生大学时期的教学时段，部分的

中职院校因为需要开展职业教育工作，也开设了钢琴课的教学活

动。国家的教育行业中开办的钢琴教学活动，通常对学生在年

龄和文化课的程度方面具有一定的要求。

3.1定期组织学生召开交流总结会和试教公开课。通过组织

钢琴学习小组和音乐赏析课，培养学生对钢琴这项乐器的理解和

认识，从而展开钢琴教学工作。

3.2利用第二课堂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适时的开展钢琴知识

的比赛，通过对钢琴知识的了解，开展趣味性的赛事，引导和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区别于日常教学中的课堂讲授形式开展

钢琴教学活动。

3.3 结合专业特点，展示学生学习成果。钢琴教学是一门

技能教育培养，通过技能的掌握，可以将音乐演奏得更加美

妙，因此，钢琴教学活动，离不开教学成果的展示，组织学

生开展小范围的钢琴演奏活动，通过艺术表演形式将学生的学习

成果进行展现，引导学生参与钢琴教学的积极性。更好的开展

钢琴教学活动。

4  结语

高等院校的钢琴教学工作改革，需要在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技能培养方面对进行总结和研讨，才能使得高校的学生们对钢

琴教学顺利的接受；发扬出艺术教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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