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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音乐素养培养的钢琴专业教学改革策略探究
李　静

（新疆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新疆 奇台 831800）

摘要：钢琴被誉为“乐器之王”，可以驾驭不同音乐风格，展现音乐中蕴含的热烈情感，对提升学生音乐素养有着重要作用。中职

钢琴专业教学要以提升学生音乐素养为目标，加强钢琴演奏技法训练，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开展识谱教学，夯实学生钢琴弹奏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带领学生鉴赏钢琴名家演奏视频，让学生全身心投入演奏，让学生真正爱上钢琴演奏，让学生在钢琴弹奏中感受音乐魅力，

让学生深入体验这门“指尖上的艺术”，提升中职学生音乐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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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素养包括了音乐理论知识、识谱能力、乐器演奏能力、

创作能力和音乐鉴赏等内容，是音乐专业学生的基本素养。中职

学生音乐基础要相对薄弱一些，钢琴专业教师要聚焦学生音乐素

养培养，从音乐基础、钢琴演奏和音乐鉴赏等角度入手，让学生

了解乐理知识，读懂琴谱，掌握扎实的钢琴弹奏技法，培养学生

良好的心理素养，让学生的琴声充满情感，提升学生钢琴演奏水平。

中职音乐教师要打好学生钢琴演奏基础，从基本的钢琴曲谱识读

开始，让学生读懂曲谱，为后续钢琴演奏教学奠定坚实基础；运

用信息技术开展钢琴指法训练，为学生展现钢琴演奏指法基本变

化，让学生掌握好触键的力度，提升学生手指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让学生的演奏更加流畅；开展钢琴名曲鉴赏教学，带领学生观看

著名钢琴家演奏视频，提升学生的鉴赏水准，引导学生把钢琴家

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运用在自己的钢琴训练中；有计

划地开展班级钢琴演奏会，鼓励学生演奏自己擅长的曲目，让学

生全身心投入演奏中，把情感寄托在琴声中，让学生的琴声越来

越动人，让学生用琴声打动观众。

一、中职钢琴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音乐基础薄弱，钢琴教学难度大

很多中职学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钢琴训练，识谱能力比较弱，

对钢琴演奏指法、乐理知识等专业知识了解比较少。很多中职学

生都是第一次接受专业钢琴演奏训练，甚至连五线谱都不认识，

部分学生对钢琴训练中的音阶、琶音、和弦、连音、跳音和轮指

等钢琴演奏知识都不太了解，钢琴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从最基础的

乐理知识开始讲解，例如基本乐理知识、钢琴曲谱识读、指法训

练等，学生对钢琴理论知识接受比较慢，钢琴演奏训练进展也非

常缓慢。

（二）学生音乐素养参差不齐，教学效果不理想

钢琴弹奏不仅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识谱能力，

还需要掌握娴熟的指法、技法，演奏时还要投入情感，对学生音

乐素养要求比较高。但是中职学生钢琴训练时间短，对钢琴作品

的理解不够深入，音乐素养参差不齐，音乐鉴赏水平比较有限，

他们很难准确把握钢琴演奏技巧和情感，钢琴演奏需要日复一日

的训练，很多学生练琴自主性比较差，钢琴演奏水平提升比较缓慢。

（三）信息化教学推广不顺，不利于学生自主练琴

中职钢琴专业学生接受专业训练时间还比较短，自主练琴积

极性比较差，很难发现自己演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科学指

导学生课下练琴成为了中职钢琴专业教师面临的一大难题。钢琴

教师只是安排学生按照琴谱练琴，忽略了自己录制和网络资源，

如钢琴曲弹奏视频、指法讲解视频等，学生课下练琴缺少专业指导，

只能按照曲谱练琴，凭借记忆来回顾弹奏指法，很难发现自己弹

奏中存在的问题，也无法完整回忆起教师弹奏示范动作，自主练

琴效果不佳。

（四）钢琴鉴赏教学不全面，学生琴声缺少情感

部分中职钢琴专业教师忽略了鉴赏教学，只是为学生讲解钢

琴指法、五线谱识谱和演奏技巧，对钢琴曲的结构特点、作品内涵、

钢琴家生平事迹、钢琴文化等的讲解比较少，有些学生虽然可以

流畅演奏钢琴曲，但是琴声中缺少了情感。例如钢琴教师只是带

领学生分析曲谱、指法，弹奏过程中的难点，忽略了为学生讲解

作曲家如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等钢琴家的生平和他们创作的著

名钢琴曲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以及文化底蕴，这也是教师后续需要

改善的问题。

二、钢琴教学在提升中职学生音乐素养中的优势

（一）有利于提升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钢琴可以驾驭多种音乐风格，可以进行独奏、重奏和伴奏表演，

演绎不同风格的作品，完美展现音乐多元化的一面。学生在钢琴

演奏过程中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音乐的起承转合，感受音乐中蕴

含的情感，这比演唱带来的心灵震撼更强。让学生在钢琴演奏中

感受音乐中蕴含的力量，感受不同音乐流派的魅力，感受中西方

音乐文化的差异，从而提升中职钢琴专业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视唱练耳能力

视唱练耳是钢琴专业高考必考内容，教师可以利用钢琴开展

视唱练耳教学，设计听音识谱内容、钢琴谱范唱训练和二声部合

唱教学，提升学生的节奏感和音准。教师可以用钢琴弹奏钢琴名

曲和中外流行歌曲，学生根据琴声猜出对应的钢琴曲名称或歌曲

名称，也可以弹奏一段旋律，让学生哼唱或者听写出来，提升学

生识谱能力，全面提升中职钢琴专业学生视唱练耳能力。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音乐创作能力

钢琴曲流派众多，教师可以鼓励学生从不同流派钢琴曲中汲

取灵感，激发出学生的创作热情，让学生掌握基本的音乐创作技巧，

从而提升学生音乐素养。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欣赏巴洛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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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新古典等流派钢琴曲，引导学生博采众长，鼓励学生大胆创作，

提升中职钢琴专业学生音乐创作能力。

三、基于学生音乐素养培养的中职钢琴专业教学新策略

（一）微课融入钢琴技法训练，提升学生手指灵活性和协调

性

中职钢琴专业教师要制定多元化钢琴演奏技法训练，细化弹

奏技法教学、基本乐理、视唱练耳、情感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等

环节，让学生以音乐理论指导艺术实践，双手训练得更加灵巧，

让学生熟练弹奏钢琴曲。例如教师可以用网络微课开展指法训练，

或者录制顺指法、穿指法、跨指法、扩指法和缩指法五大基本指

法等，为学生讲解弹奏时手指的位置和要领。顺指法是最基本的

指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五指放在键盘上，一个手指对准一个键，

例如右手弹奏C大调do、re、mi、fa、so五个音时，就从中央C开始，

到 g1 结束，分别用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进行上下行

弹奏，掌握弹奏要领后，可以移位，在不同位置、不同调上进行

弹奏练习。要加强基本功训练，内容应该涉及各调音阶、琶音、

和弦、各种练习曲以及难易不同的优秀的中外钢琴曲等。此外，

教师要优化视唱练耳训练，这是音乐专业高考的必考项目，例如

教师可以用钢琴弹奏单音、音程、音群、和弦、节奏片段或者一

段旋律，学生需要准确哼唱或者听写出这些内容，或者准确重复

弹奏出这段节奏或者旋律，考验学生的听力、音准和钢琴演奏能力。

钢琴教师还可以随机指定学生熟悉的钢琴名曲名称，让学生在一

分钟内演奏出该钢琴名曲的片段，并说出钢琴曲创作者。这样的

视唱练耳训练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听音识谱”的能力，还可以提

升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

（二）优化钢琴识谱教学，夯实学生音乐基础知识

识谱是钢琴弹奏的重要环节，演奏者不仅要熟悉钢琴作品乐

章之间的起承转合，还要掌握乐曲进行中的和弦连接、转调、移调、

连音、跳音等变化，这对中职钢琴专业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钢琴教师要抓好音乐理论和识谱教学，从基础的五线谱识谱开始，

引导学生把简谱和五线谱加以对照，让学生学会识谱和唱谱，准

确把握节奏和音准，并帮助学生尽快熟悉钢琴曲谱，这是钢琴演

奏的重要环节。引导学生听曲识谱，提升辨别音符的能力。例如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欣赏学习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曲谱，第一

乐章是明亮的快板，2/4拍子，奏鸣曲式，第二乐章则是稍快的行板，

3/8拍子，双重主题变奏曲式，第三乐章是C小调，快板，3/4拍子，

诙谐曲，第四乐章是快板，4/4 拍子，奏鸣曲式，整部乐曲情感逐

渐提升，演奏速度逐渐加快，教师要引导学生边听边看谱，分析

乐章之间的衔接，让学生感受钢琴弹奏速度和力度的变化，让学

生跟着演奏视频哼唱曲谱，教师及时纠正学生哼唱中存在的问题，

让学生分析演奏节奏和其他音乐因素，学会欣赏和分析音乐作品，

为钢琴演奏奠定良好的基础。教师在钢琴识谱教学中要给予学生

更多自主权，鼓励学生自主哼唱曲谱、毛遂自荐进行示范演奏，

建立学生钢琴学习自信心，提升钢琴演奏教学质量。

（三）开展钢琴演奏鉴赏教学，提升学生审美水准

教师要带领学生鉴赏一些世界著名钢琴家演奏的音乐视频，

为学生分析这些钢琴家演奏指法、演奏技巧和艺术感染力等，让

学生接受良好钢琴演奏艺术熏陶。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观看我

国青年钢琴家朗朗演奏会视频，欣赏他弹奏肖邦钢琴曲时高超的

指法艺术，朗朗可以跨十度或十一度进行弹奏，指法变换比较精准，

他对音乐的理解能力非常独到，我们经常看到朗朗在演奏时全身

心地投入，他的演奏状态和琴声都很有感染力。欣赏朗朗个人钢

琴独奏专辑《莫扎特》，让学生分析朗朗对莫扎特钢琴曲的解读，

让学生分析朗朗的“弹簧手”，朗朗钢琴演奏表演初期用酷炫的

指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大胆创新钢琴演奏艺术，对传统和弦

演奏方式、踩踏板时机进行了创新，把听觉和视觉艺术融为一体，

带给观众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启迪。钢琴教师要鼓励学生去

感受世界优秀钢琴曲，引导学生分析作品并深度理解作品，学习

优秀钢琴家刻苦练琴、大胆创新、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激励学

生全身心投入钢琴学习训练中，进一步提升学生钢琴艺术鉴赏能

力和审美水准。

（四）开展班级钢琴演奏会，提升学生演奏水平

教师可以定期举办班级钢琴演奏会，鼓励学生们演奏自己学

习的作品，激励他们在演奏会上一决高下，设立最佳舞台表演奖、

最具感染力奖和最佳钢琴手等奖项，激发学生的练琴积极性。进

一步提升学生心理素质。钢琴演奏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能够从容面对演奏中出现的紧张情绪和小失误，全身心投入演奏，

把自己的情感都寄托在琴声中。要抓好基本功训练，演奏各个流

派的钢琴曲，并理解演绎，展现钢琴曲所描绘的的意境，不追求

炫技，但必须把控好作品风格并有感情地演绎作品，让观众走入

琴声营造的唯美意境，提升钢琴演奏的艺术感染力。教师可以鼓

励学生互相点评，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钢琴鉴赏和演奏水准。班级

钢琴演奏会为学生们提供了切磋琴技的舞台，也开辟了教师了解

学生钢琴弹奏水平的渠道，让学生大胆展现自己对钢琴艺术的了

解，营造良好的班级学习氛围，提升钢琴教学的互动性和艺术性。

四、结语

中职钢琴专业教师要立足高考专业课考试内容，优化视唱练

耳、基本乐理、钢琴演奏等教学环节，运用微课开展钢琴演奏技

法训练，帮助学生攻克指法训练、识谱和视唱练耳难题，进一步

提升学生音乐素养，让学生读懂钢琴曲中蕴含的情感，提升学生

音乐理解能力，带领学生鉴赏世界钢琴家演奏视频，为学生树立

艺术生涯中的榜样，全面提升钢琴教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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