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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儿手风琴教学发展现状

在基础音乐教学中，乐器的普及和学习尤为重要。美国著

名的音乐教育心理学家詹姆士·莫塞尔曾说过：“器乐教学可

以说是通往更好体验音乐的桥梁”。现在小学音乐校本课程中都

会有小乐器在课堂上配套学习，例如竖笛、口风琴等。而这些

小乐器实际的作用却没有特别的明显，对于提高学生的音乐表现

能力和音乐感受也没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

也不愿意拿出来进行练习和演奏。而手风琴是一件既可以均衡开

发左右脑智力，也能够锻炼思维能力的乐器，既可以当做一门

独立的乐器进行表演，也可做合奏或者协奏乐器。左手贝司是

和弦，能够使学生的视唱练耳能力逐渐提高，在课堂上也可以

建构不同的声部进行教学，深入浅出，让学生在手风琴的世界

里尽情地遨游，让学生得以在音乐素养的各个方面提高和进步，

并且其具有携带方便、价格适中、互动性强等众多优点。

北京、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城市目前的手风琴教学开展

已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学校会选择开设手风琴社团课程，很

多学生和家长也因此得以了解手风琴的优点，并逐渐接受和喜

爱。但在一些中小城市的小学因为专业手风琴教师的稀缺，并不

能使每个学校都配备手风琴教师进行教学。此外，手风琴在技法

上相较于竖笛、口风琴等小乐器稍难一些，难以进行推广普及，仍

需要进行大量教学研究。

针对目前手风琴没有在小学的校本音乐教学中广泛推广和普

及，以及教学中存在的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目的性不强等问题，

本文以教材和手风琴类型选择为基础，开展了手风琴在小学音乐课

堂中的教学方式研究，并探索了建立学习小组和丰富激励机制对教

学水平的促进，希望对少儿手风琴在小学开展教学提供帮助[1]。

2　配合音乐课堂进行合理选择

2.1教材的选用

入门阶段的手风琴教学，可选用手风琴教育家蔡福华编著的

《幼儿手风琴教程》。本书内容主要包括手风琴基本知识介绍、基

本技术与训练、总复习三大部分，非常适合初学者掌握基础知识

和技能。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在具备小型乐曲的演奏能力后，可

选用手风琴演奏家赵家恕编著的《儿童手风琴教程》，进一步学习

和提高演奏能力和水平。在这些初级课程学习完成后，选用蔡福

华编著的《少儿手风琴教程》。这本书不同于前两本，从手风琴基

本的知识介绍、五指的基本练习、各种技巧训练、重奏的练习以

及总复习五个部分全面系统地讲解了手风琴学习过程，能够逐渐

完善演奏技巧和效果。此外，本书还融合了大量国内外优秀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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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让学生对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和时期的音乐风格都有所了

解，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

如果要参加考级或比赛，推荐选用《全国手风琴演奏(业

余)考级作品集》，包括作品集三册和一至八级基本练习合集一册。

这套教材制定了严格细致的考级内容及标准，目前仍是国内最具

权威性的考级教材，同时也是目前国内唯一被统一使用的手风琴

教材。

2.2手风琴的选择

对于少儿手风琴教学来说，手风琴的选择也无疑是一种关键

要素。手风琴的种类和规格很多，大小不同还可以分成不同的型

号，根据琴的结构和形态大致可分为四类：全音阶手风琴，半音

阶手风琴，键钮式手风琴和键盘式手风琴。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适用的手风琴规格不同，根据小学的音乐

学习和教学经验，进行手风琴教学一般选用键盘式手风琴。键盘

式手风琴的右手键盘是钢琴式键盘，因此学习键盘式手风琴也有

助于钢琴的学习。另外，键盘式手风琴相较于键钮式学习起来更

加方便、容易上手，所以推荐选用键盘式手风琴进行教学。学校

可以购置一批手风琴专门用于教学，增加学生接触手风琴的机会，

也有利于手风琴的普及和推广[2]。

3 　音乐课堂中手风琴运用的“三部曲”

第一乐章——致力于实践打牢学习基础

在教学开展过程中要注重基础学习和训练，打牢学生的硬件

基础，了解手风琴的结构、历史、手型、指法，以及乐理知识、识

谱能力、风箱的运用等。在有基础的理论支撑之后，再把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进行教学，扎实打牢演奏基础。

手型、指法和手指放松是对初学者最重要的基础训练。运用

生动的课堂语言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把手型比作握鸡蛋、

拍皮球，把跨指法和穿指法等比喻成过桥、穿山洞，学生的思路

就会跟着你走进创设的情境中，这样生动形象的比喻比枯燥的说

教有效的多。

五线谱独立识谱能力也需要在日常的手风琴基础教学中逐步

培养。在学生初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学生的心理，也要注意教

学语言。可以用一些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进行教学，或者采用一些

孩子们所喜欢的互动方式与他们交流。比如“请同学们看一下，五

线谱顾名思义一共有五条线，那同学们来看一眼老师的右手，一

共也是五个手指，代表着五条线，从下而上的第一条线我们就称

它为第一线，以此类推”[3]。

第二乐章——分声部练习提升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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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练习曲目中存在多个声部，手风琴的音高和钢琴一样比

较固定，并且轻巧便捷可以随身携带，因此可以让学生用手风

琴进行分声部练习和识谱跟唱，最后将各个声部融合到一起。

分声部练习既可以节约时间，也方便于在合唱中多声部的练

习。也可以多件乐器混合运用，这样能够调动更多学生的积极

性，让他们参与其中，用自己的音乐特长来给合唱增添更多的

听觉色彩。

比如在人音版五年级下册第四课你好大自然中《铃儿响叮当》

这首歌曲，就是一首双声部的曲目，音符也较为简单。我截取了

其中的一段进行简单的旋律改编，让两个声部能够在合唱的基础

上，进行双声部的手风琴演奏。借助手风琴把歌唱的音准、节奏、

速度把控，这样对于学生声部间的配合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练习的过程中，学生们会有乱而不齐的现象，那我会让他们听

好速度，分开练习，熟练掌握自己的音准，再尝试重奏。这样既

可以提高乐器的重奏能力，又能够增强声部与声部间的协调合作

能力。

第三乐章——增强趣味性感受独特魅力

音乐教育家卡巴列夫斯基说过：“激发孩子对音乐的兴趣，

这是把音乐的魅力传递给他们的必要条件。”在手风琴的教学活

动中，要教会孩子们几个学习小窍门，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

趣。比如：在手风琴的学习中，默奏的方式就有其独特的魅

力。方法是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演哑剧”的方式，只

允许教师或者一名同学作为主角演奏出声音，其余的同学用手指

在腿上空弹或者在琴上默弹，不发出声音，但动作和表情都要

对，学生轮流当主角，教师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改正，其他同学

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做到举一反三。这样的一种形式，学生们

会觉得很有意思，也很乐于接受，最后做的好的同学要给予一

定的奖励[4]。

又如在小学低段人音版二年级上册第六课跳起舞中的歌曲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这节课我们就可以让学生们进行律动，部

分同学扮演洋娃娃，部分同学扮演小熊，在律动游戏中，有的同

学可以单独进行手风琴左手的贝司伴奏，让其他同学跟着伴奏进

行律动，然后教师用右手进行主旋律伴奏，这样，可以通过趣味

化的学习手段提高同学对于手风琴左手和声的听觉和感受。

在校本课程中，小学高段会有合唱曲目，比如五年级上册第

五课故乡中歌曲《故乡的小路》，为了有意识地加强手指独立性，

我设计了手指游戏，让学生进行练习。我们可以在发声练习的时

候，先让学生右手单手五指固定五个音符的位置12345，从大拇指

开始分别为一、二、三、四、五，老师数到哪个数字，相应的手

指就互相离开再重新接触，从慢速渐渐过渡到快速，边弹边唱，注

意演唱的声音位置要正确。也可以互助小组中合作的两人互相报

数字进行游戏，比赛谁的反应快，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多训练无名

指和小指。这种方式既能够练习基本手型又能够练习发声，在二

声部时，可以分声部，不同的声部的同学练习自己部分的音高，然

后再合唱[5]。

4　丰富教学形式提升教学水平

4.1 建立学习小组，人人都是小老师

在音乐教学开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会遇到班里的学生差异化的

问题，部分学生学习速度快，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较强，能够

快速消化课程中的新知识点，从而运用到演奏当中。同时也会

存在一些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班级的学习

进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建立多个学习小组，将学习能力不

同的学生分到一组，在课上和课下进行相互督促学习，有利于

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提升学习效果的同时锻炼学生的团结

协作意识和能力。对于每一位学生来说，分组学习和练习能够

让时间得到充分的利用，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高效的学习和进

步。学生间的沟通、相互督促和比较，也可以激发其学习和练

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这样进行分组互助学习，也可以减轻教师

在一对多教学模式中的教学压力[6]。

4.2 完善激励机制，人人争上小擂台

对于任何一种乐器的学习，都应该建立一个考核机制来促进

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学生设立一个近期的目标。通过一定形式

的考核不仅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的水平，也能让学生了解自身水

平。在手风琴教学中，我将课堂转化成舞台，举办班级乐器争

霸赛，设置小舞台提供给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每隔一周可以

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手风琴表演，通过教师评比、

学生互相点评等多种形式，最后评比出优胜者上榜得擂主，这

样可以极大程度的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少儿手风琴教学应当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同时不能忽略教材的选用和手风琴的选择，在教学过程中

适当增强趣味性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并逐渐培养学生的合

作能力，从而使得学生的能力素质得到全面地提升[7]。

我国现在的音乐教育已经从应试教育逐渐向审美为核心的方

向转型。在手风琴的教学中，我们要以激发学生兴趣为切入

点，在课堂中扎实抓好学生的演奏技能，提高学生对音乐的感

受和体现情感的能力，演唱水平也能够在器乐的辅助教学中得以

提高。筑牢学生学习基础、加强学生团队合作、增强学生互助

交流、完善教学激励机制，让手风琴教学给我们音乐课注入新

的活力和色彩，给校园带来更多欢乐，让一些嗓音不好的学生

也能够在手风琴的学习中感受到自信、自尊和快乐，让动听的

手风琴旋律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舞动飞扬。

参考文献：

[1]李璇.音乐教育系手风琴教学应加强伴奏、合作能力的培

养探讨[J].北方音乐,2015,283(19):104.

[2]周志荣.儿童手风琴教材的选用[J].琴童在线,2006,(5):

24-26.

[3]桑玉婷.少年儿童手风琴启蒙教材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

大学,2014.

[4]杨铭.儿童手风琴教学之我见[J].黄河之声,2019,539

(14):133.

[5]逯潇.关于小学音乐课堂手风琴教学的研究[J].中国校外

教育,2018(4):22.

[6]孙晓薇.论中小学手风琴教学机制的建立[J].音乐天地,

2016(1):36-38.

[7]王刚.中国手风琴基础教学研究[D].河北:河北师范大

学,2012.

作者简介：

于子龄（1995-），女，汉族，黑龙江省汤原，研究生，学

科教学（音乐）。


	教育6期正文_45.pdf
	教育6期正文_4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