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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琴启蒙
那什么是钢琴启蒙呢？仅仅是摆摆手型，唱唱音符，打打

节奏，弹弹琴这几步吗？其实真正接触下来就会发现并不是这么简
单的。在启蒙阶段，当然是会学习接触到前文所提到的这些步骤。
但还不止如此。笔者认为，钢琴启蒙，更是综合性的一种学习和感
知，是带领孩子从零开始，通过眼耳口手脚这些器官的感知，配合，
运用，去打开对音乐世界的一种学习。是建立自身与音乐表达的连
接，从而让孩子通过演奏来表达内心对音乐的感知。也就是说孩子
是借来钢琴作为媒介来传递音乐，表现音乐。

钢琴启蒙什么时候开始比较适合？这个问题算是老生常谈问
题了。一般来说，笔者都是建议4周岁开始较为稳妥。当然现在
很多艺术类课外培训班，由3周岁就开始器乐音乐启蒙的课程。这
些课程多为小班集体授课，上课模式也类似一些幼儿早教内容也
是穿插在游戏中进行。对键盘的实践操作都还较少。本文只针对
一对一钢琴教学的启蒙阶段进行分析。关于开始的年龄，也不是
绝对要到4周岁的，有条件的家庭，例如音乐家庭，父母是从事
钢琴教学相关的，或是孩子诉求很明确，且手部条件良好的可以
是当体早接触钢琴的学习。

关于启蒙开始的时间，现在有总体越来越提前的趋势。一个
是各机构的营销手段影响，让家长有了焦虑感，另外也是受小学
入学六周岁适龄的影响，家长大多都想在小学前孩子就已经进入
启蒙这个阶段，进入钢琴稳步学习，但启蒙的年龄并不是想早就
可以早的。根据《音乐发展心理学》一书关于《各年龄阶段音乐
发展的主要特征归纳》中提到：3-4岁，“能感知旋律轮廓”。如此
的开始学习某种乐器的演奏，可以培养绝对音高感。到4-5岁，能
辨识音高、音区，能重复简单的节奏。在《音乐发展心理学》一
书中，穆格（Moog）通过大规模的摸查得出，在三岁以前，动作
与音乐的协调能力逐渐提高，到三至四岁，边唱歌边做出呵护歌
曲内容的表情肌简单的动作（歌表演）方面有所发展。学龄前阶
段的后期，四五岁左右，孩子对音乐的身体上的反应减少了。他
们有意识的坐在那里听音乐的可能性增加了。也就是增加了思想
上对音乐的反应，并且会在更广泛得活动方面利用这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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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带有想象力的表演。所以说，综合孩子的音乐发展能力与自
身手指条件，肌肉协调与各方面认知的情况，不早于4周岁，能
进行钢琴启蒙的学习，还是相对科学的。

2　孙鹏杰钢琴启蒙教程的雏形与发展完善
对于上世纪中叶的中国，钢琴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还是相

当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稀罕物，如今钢琴早就走进千家万户，更成
为学音乐艺术的不二之选。钢琴启蒙的教材虽不能说是百花齐放，
但也是层出不穷，各有特色。传统教学中，总是离不开这几样启
蒙教程，有汤普森系列，巴斯蒂安系列教程，菲伯尔系列教程等。

在2021年年底，笔者有幸于汕头听了著名美籍华裔钢琴家，
雅马哈国际签约艺术家、国际比赛获奖者、星海音乐学院附中钢
琴学科主任、副教授孙鹏杰老师的讲座，内容是《孙鹏杰钢琴启
蒙教程-PRIMO》，重点是讲授如何通过这套教程学习，轻松横穿学
琴的第一年。

孙鹏杰三岁随父母从台湾移居美国，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
学、大学和研究生课程，曾获布什总统荣誉奖和克林顿总统全额
奖学金等奖项。2005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美国休斯敦大
学，同时获得钢琴演奏硕士学位和电脑科学学位。他曾在戈普斯·
基利斯提国际钢琴比赛、金斯韦尔国际演奏家大赛等多个国际钢
琴比赛中获奖。对于孙鹏杰老师的师资培训课程，相信很多的一
线钢琴教师是并不陌生的，此次他整理出版的这套教程也是他钢
琴教学经验的总结。

这套启蒙教程是在2020年初开始整理编写的，据孙鹏杰老师
在讲座中提到，正值疫情爆发的时候，社会各行各业都进入了停
课的状态，受出版社邀约，他决定将在美国求学时期，任教于美
国私立学校的钢琴启蒙以及进阶集体课程整理出来，集中出版。
孙老师当时接触钢琴启蒙课程初期也是使用了汤普森以及巴斯蒂
安教程、菲尔德教程的。据他自己回忆说，也是将学生分为几个
组别，使用不同教程进行教学，在教学中发现这些教程中的优缺
点，结合美国孩子的情况和自身的教学经验，慢慢专研出这套

《PRIMO孙鹏杰钢琴启蒙教程》的雏形，并投入到当时的教学中，在
实践教学中优化教程，才有了今天出版面世的这套教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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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目前这套教程还没有投入到市场，运用这套教程的
老师和孩子也不多，但通过很多平台上的推广，例如微信公众
号，小红书，线上线下的钢琴教师师资培训课程等这些途径宣
传，相信钢琴老师们对这套新教材也都不陌生，甚至有一小部
分学生已经是用上了这套教程进行学习。笔者在教程学习、教
学实践中，总结出此套教程的特点。

3　《PRIMO 孙鹏杰钢琴启蒙教程》特色与新思维
3.1 课程设置明确以单元为单位，全套为五册，每册分为

若干单元
一册共有10单元（1-10单元）2册共有10单元（11-20单

元），3册共有11单元（21-31单元），4册共有12单元（32-43单
元，5册共有13单元（44-56单元）。每个单元都有既定的目标，并
且在显眼位置标明课程内容，让老师、家长可以一目了然。

3.2童趣风格，接受度高
本套教材是彩页印刷，每一页都有舒心的颜色搭配，彩色印

刷，并不是首例了，在汤普森彩色版，菲伯尔，巴斯蒂安这些系
列都有彩色版本，在孙鹏杰的教程中，首先给七个音名设计了七
种不同的卡通形象，这些卡通形象颇有来头，是根据音高色彩以
及高级的个性设计出来的。例如do时一只萌宠狗的形象，以灰色
为主色调，re是一直长耳朵的灰色小兔，mi是红色的长尾巴小猫
等，这些卡通形象富有童真童趣，贯穿于这五册书里，让小孩子
能够时刻通过卡通形象，复习到之前学过的相关知识。另一个有
趣的地方是本套系列的“吉祥物”，是一只名叫作“步步”的勤快
小蜜蜂，步步为营，扎实“学步”是学习钢琴的基本态度。这只

“吉祥物”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每当看到它，就是提醒学生
们要背一次练琴的五个小步骤（这5个步骤在后面会展开阐述），
来提高孩子们的学琴效率，再难的曲目，通过五个步骤的学习，会
变得轻而易举，颇有成效。这只可爱的小蜜蜂会隐藏在任一角落
中，在教学中，老师、家长可以引导学生去找到“步步”，还可以
一起复习练习五个步骤，不断深化巩固学琴步骤，有助于养成良
好的读谱习惯。

3.3课程设置中的新思维
（1 ）“步步”练琴。孙鹏杰老师提出的五个步骤，第一

步：打拍；第二步：拍唱；第三步：弹数；第四步：弹唱；
第五步：弹弹。这五个步骤对于启蒙孩子而言，都是容易上手
的环节，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学习模式，由简至繁，解决年龄
小，协调性较薄弱的问题。例如，第一步打拍，看到四分音
符做拍手的动作，并同时说“1 ”，二分音符时，拍手说

“1 ”，往下甩并说“2 ”，简单的动作，实则训练到大肌肉
的协调问题。第二步在手部协调好的基础上，加入唱音名，手
既打好节奏，嘴巴也要唱对音名，逐步加深，巩固打拍。第
三步在唱谱已经熟练的情况下，由唱转为弹，弹的时候配合数
拍子，这个步骤笔者认为是这几步中较难的一点，因为需要更
多的注意力和协调性更好，在这一步骤时需要多练习几次。第
四步是弹唱，边弹边唱音名，有了前几步的积累，到这一步相
对就轻松了。最后第五步才是完整演奏。整体来看，开口唱
谱，手打拍子是这几步的核心。可以看出在启蒙阶段，孙鹏杰
老师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唱谱，配合打拍，这一概念也是欧美钢
琴教学启蒙阶段中提倡的，同时多唱谱这一法则，在近些年的
钢琴教学中越来越多老师看到和提倡。

（2）键盘的认识——一个意想不到的开始。汤普森系列中
从中央C 开启了键盘的学习，当然这是一个中间的位置，很多
曲目也是经常使用，接触到这个音。但很难与低龄的学生解释
清楚的是，这个中央C 与马上接触到的五线谱，却没有什么关
系，因为这个中央C 不在五线谱上。每次讲到这个知识点，估
计很多学生都难免困惑。在巴斯蒂安系列教程中，开始是从黑
键手位了解键盘，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良好手型的开始，也是一

个最自然、舒展的手型树立。当讲到五线谱认知环节，还是回
到了中央C 位置开始，也是没有很好解决初学者的提问。在孙
鹏杰老师的教程中，是从re 音做为认识的五线谱上第一个音，
孙鹏杰老师是这样讲解的，①re 音是在两个黑键为一组里的中
间。这样在键盘上就不难找到若干组的两个黑键，并且唯一一
个答案就在其中——re 音。②re 音对应的五线谱位置（从小
字1 组 d’为例），这个re 音在五线谱一线的下方，这样对于
低龄的学生是相对容易找到位置的。

（3）难易结合。每个单元除了有基本掌握的知识点以外，
还有设置挑战曲目，这些曲目都来自孙鹏杰老师的精心编配，他表
示一般学生可以完成单元内的曲目练习之余，能力较好的学生可以
尝试挑战曲目，挑战曲目还是略带难度的，音乐性也越强。

（4）乐理、曲式、技巧全方位同步进行。在汤普森系列教程
中，一册前言部分就有长篇幅的乐理知识，其中包含了节奏、节
拍、时值，线谱内容等，不得不承认这是很基础的乐理知识，但
对于年龄小的孩子来说，恐怕这是最枯燥无趣的“天书”了，并
且对于老师、家长要让小孩子弄清、弄懂这些概念也不是容易的。
在巴斯蒂安系列教程中，仔细将乐理、技巧等内容进行了分册，针
对性训练，并且加上一些笔头作业，更为系统，也加强连贯性。这
需要老师对于教材的运用安排更为科学，板块教学衔接要安排妥
当。这对5周岁、6周岁启蒙的学生是可以的。对于更低一些年龄
的孩子还是有些困难的，往往到和弦部分，低年龄的学生就慢慢
跟不上笔头作业。在孙鹏杰老师的这个教程中，在简单明了树立
坐姿，认识手指之后，就立即进行打拍练习，并且学习四分音符。
很快就带领学生进入实践中，一是在课堂组织上可以好的抓住，
保持低年龄孩子的集中注意力，二是化抽象为具体，跳过解释什
么是四分音符这些理论化的知识，进行打拍，在实践中把知识点
贯穿进去，三是有助于孩子在进入键盘前有一个良好的节奏速度
启蒙，这对树立稳定的节奏感特别重要。这也是孙鹏杰老师在一
册前言中说的“一册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一个稳定的节奏感”。

（5 ）扎实前行，飞跃困难。对于低年龄的孩子来说，前
面三册的学习，应该来说时稳扎稳打的，“步步”的五个步骤确实
是树立了良好的开端，手型的固定在前三册中也可以初见成效。在
四、五册，学生将会迎来第一次飞跃，首先曲目篇幅更长了，说明
演奏、学习的方法要更为科学以及高效。前言中提醒需分段练习，
运用正确指法是尤为关键的两个“法宝”。四册中，加入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这两个音符加入后的“步步”第一步——打拍，显得
格外热闹，一个四小节带十六分音符的节奏拍打，可是颇考验嘴皮
子功夫的（详情可以参照第四册中52页的节奏拍打）。但不得不说，
扎实把节奏唱明白、打明白后，来弹奏学习是容易许多的。

4　结语
钢琴启蒙课程是一个孩子进入“钢琴音乐世界”的第一扇

窗，也是尤为重要的“琴生”第一步。前文提及的这些教程
都是想更好为孩子们准备的一把梯子，帮助带领他们打开这一扇
窗。综合来说，笔者是非常赞同孙鹏杰老师的设计理念，就是
以唱带弹，以拍打节奏树立良好的节奏感，这是一个对学生百
利而无一害的练习。这个“步步”练琴五步骤在后面学习的很
大一段时间，还是可以延续进行的。科学运用指法，分段练
习，分手练习，慢练又是中级阶段学习的关键，而这些学习方
法的雏形来源一定还是启蒙阶段得打拍、唱打、唱弹这些基础
手段。所以说孙鹏杰老师的这套启蒙教程，道出了一线启蒙钢
琴教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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