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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音乐教学活动设计——钢琴教学指导 
梁珂瑜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摘要：我国艺术教育的根本为“立德树人，以美育人”。在学生打好文化课基础之下，身上还肩负着推动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任务；乐学会学，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是我们对于新生代的精确定义。美育的分类中，学习音乐

的数量逐年上升，其中选择钢琴的人数在 2018年，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并学习者的年龄也从原来以 8~9岁儿童为主下移至 3~4岁。

由于钢琴教学是一项综合的对一门乐器的演奏艺术，除了对于实操经验的训练以外，对于音乐理论知识的传授，钢琴活动的完整合

理设计同样也决定了以幼儿为主体的钢琴活动设计是否成功。 

因为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难度的工作，故本文以幼儿为主题，以钢琴教学为主要实施手段；通过对于幼儿学习钢琴的价值，

幼儿音乐发展规律，钢琴活动设计的手段的重要性等方面来进行阐述，希望通过此文对于幼儿钢琴教育的特点，如何培养优秀的钢

琴音乐人才以及如何帮助教师合理科学的设计活动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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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进行钢琴教育的价值 
音乐教育主要服务于受教者的音乐能力。当学习者能够在钢琴

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应有的甚至更高的水平，就说明钢琴教育的价

值被实现。这种实操水平体现在拍子、节奏、旋律、力度、情绪情

感、风格等音乐元素的表现能力。因此，通过钢琴活动学习，幼儿

可以获得： 

1 促进律动能力的发展 

律动能力的体现主要为节奏。节奏作为钢琴教学中的常用名词，

其实际的体现价值展现在多方面，如呼吸，艺术活动，运动等等….

如当人们在聆听音乐时，调动的不仅仅是听力感官，也需要肌肉的

配合，从而达到沉浸式听音乐。因此通过钢琴学习，尤其是针对于

幼儿的理解能力，教师需要设计一系列能够调动幼儿感官的动作，

通过上半身肢体的有节奏地拍打或敲击，辅助儿童了解课程学习内

容，从而帮助幼儿通过钢琴课提升了律动能力。 

2 促进大脑功能发育 

著名的莫扎特效应，就是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曾经设置的一组

实验；设置了三组实验组，通过播放《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证实

聆听音乐可以对于学生的智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持

续 15-20min。 

3 建立记忆宫殿 

在钢琴活动的学习中，幼儿在 始学习的前两年，就会学习到

一些基本的弹奏知识，如五线谱的识别，音乐术语，演奏速度标记

等等……一个作品的呈现，则需要对于每一个音乐音符表达的含义

都有准确的理解和记忆。此外，在一些演出或者比赛的场合，表演

者需要背谱演奏，在背谱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对于肌肉记忆和精神

记忆的训练。因此通过钢琴的学习，可以促进儿童记忆里的发展。

在背诵的过程中，由于乐谱时有规则的联合谱表，因此幼儿会按照

一种规整的形式记忆，迅速且精确。当然这项优势并不只存在于钢

琴教学，任何一种乐器类或者声乐类的学习的过程，都或多或少会

对儿童的记忆里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4 促进协调能力发展 

动作协调时一项重要的能力。它体现在运动，肢体配合等方

面……幼儿期恰好是协调能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当儿童在进行钢琴

练习时，需要双手进行配合，头部与手部进行配合（大部分的时间

在观察乐谱，偶有低头寻找琴键位置），手与脚的的配合，以此获得

了锻炼身体上肢以及下肢协调配合的机会。动作协调时一项重要的

能力。 

二、幼儿发展过程中对于钢琴感知规律 

要探索幼儿钢琴学习能力的发展特点，需要以一个更加宏观的

视角去观察。研究者需要了解儿童早期音乐能力的发展，并把这种

发展分为生理方面以及心理方面的发展。 

首先从宏观角度出发，对于幼儿音乐学习技能的发展可以参考

于 1970 年加纳登的一项研究，其中把 7 岁以前的儿童音乐技能发展

分为两个部分。 

进入第一个时期，从出生至一周岁 

幼儿依托于感官原动性，各种音乐形式的呈现不过是一个刺激

源，在这个时期，幼儿依靠“本能”去进行音乐活动。 

进入第二阶段，由两周岁至七周岁，学生能够对于基本音乐符

号进行识别，能够流畅多变的尝试多种风格并了解音乐的情绪和分

析简单乐曲的结构。 

因钢琴隶属于音乐教育活动中的一环，且加登纳的研究结果可

以适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针对两周岁至七周岁的学生，可

以引入一些音乐符号的教学而不是把这一部分内容放在学习钢琴的

第二年和第三年，例如 f mf p mp ＞等等，都可以在第一年的教学设

计中进行带入，为儿童去感知音乐情绪做铺垫。 

三、幼儿钢琴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采取哪些手段 
教育是一项主动的、以目的为导向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

当以幼儿作为课堂中的主体时，通过钢琴课，家长和教师对于通过

学习产生的期待就是这节课的教学目标，而教学目标需要始终贯穿

整个教学活动，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概述以幼儿为主体的一场钢

琴教学活动，教师应如何做准备以及设计； 

前期：在前期准备阶段，教师应该设置一个合理的教学目标。

所谓合理的教学目标，是一份符合学生性格特点并具有评估机制的

目标。教师需要将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计划用文本的方式体现出来。

为了能够把目标实现，在内容的设置方面应当包含： 

（1）能够让学生感受和欣赏的内容 

（2）风格鲜明的演奏曲目 

（3）能够进行创造的旋律片段 

即便教学活动的设计，是以钢琴课为主，但是在内容的设计上，

除了弹奏的部分，还需要加入听和唱的部分，通过课程内容的丰富

性帮助幼儿集中注意力。此外加入创作的部分，可以更好的去衡量

课前和检查幼儿对于学习任务是否达标。 

对于教师而言，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可以参照一下几个标准，如：

是否内容足够丰富，可以保证幼儿不走神；是否在内容丰富的基础

上，能够以教学目标为核心，不跑题；教师自身能够顺畅的用语言

衔接每一个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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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活动内容上，教师应该准备 2min 的交流时间，可以帮助

幼儿缓解紧张和陌生感，更快速的进入状态。此外，还需要准备 PLAN 

B，尤其是针对新手教师而言，一堂课 大的变量是学生，当课程实

施中，学生的进度比原有设计快，这时 PLAN B 的存在就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上课前期的准备环节中，教师需要按照学生的特点和

个性合理的设置目标，并采用纸质版进行保存。在设置内容时，要

注重多元化的内容以及多样的活动形式，以便整个课堂能够更加顺

利的 展。 

中：中期是指课程的实施阶段，在此阶段，是教师对于教学步

骤的实操环节。 

由于幼儿钢琴活动是此次研究的主体，因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

来去对幼儿教学阶段常见的教学内容进行分析： 

1 节奏：节奏是在初始学习阶段就会接触到，且概念较为抽象

的一部分知识。将节奏学习的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完成更加有

难度的曲目奠定基础。在实施教学时，大部分教师会直接传授给学

生在音乐中较常见的几种音符类型，如“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

分音符和全音符”，并将音符符号和名称对应起来，让学生记忆。但

是，这种教学方式， 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在学习了很长一段

时间，还是难以分清楚每一个音符的名称以及其所对应的时值。因

此，在进行节奏教学时，教师应该帮助幼儿学生建立一种稳定击拍

的概念。这是可以采用节拍器去进行辅助，通过对于节拍器的探索，

让幼儿可以通过“感受”，借助身体动作，通过节拍器来稳定的输出

拍子。这一环节非常重要，通过肢体的感受，幼儿可以更加直接的

理解抽象的节奏概念，并形成肌肉记忆。在第二部分进行引入时，

教师应该对于音符的符头的颜色进行初步划分，“黑色”符头代表短

音，“白色”代表长音，弱化时值的名称，简化音符名称与时值的对

应，并且可以配合不同的圆圈，编写故事，让幼儿诵读。第三步再

进行到四分音符与二分音符的学习和了解，熟练记住其名称后再向

其他音符延申。 

2 旋律：对于旋律的学习主要难度体现在五线谱的认知难以及

流畅度等问题；因此在教学实施阶段，教师应先设计一个与五线谱

相符的故事情节，吸引幼儿注意力。如五线谱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城

堡，楼层越高音也越高，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方法，教师再加入一

些高低音的赏析，帮助儿童建立音高概念，能够能好的使幼儿了解

五线谱。在音符的挑选上面，市面上一部分的教材会从高音谱号中

包含的音符入手，因为右手在钢琴演奏方面大部分时间承担着主要

的工作。但是，作为使用联合谱表的乐器，低音谱号中包含的音符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进行旋律活动设计时，更加推荐

教师以中央 C 为出发点，每认识一个高音谱号音符，相应的在也认

识一个低音符号。这种做法不仅可以降低学生对于五线谱相似的音

符识别不清的情况，还可以帮助学生建立更加明确的高低音概念。 

第二阶段旋律的教学，对于幼儿在演奏时跟着演唱有着严格的

要求。很多教材并未提及演唱的重要性，但是殊不知，帮助儿童快

速的熟悉五线谱 好的方式就是边弹边唱。因此在教师选择教材时，

可以选择带有歌词的钢琴练习曲，或者教师自身可以编写歌词，协

助学生边弹边唱， 终完成旋律的学习以及弹奏的流畅性。 

3 创造 

很多教师会忽视创造环节的设计。创造是通过儿童对于音乐的

学习后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有自主意识的表演形态。通过创造性任

务的布置，可以帮助儿童加固新学习的知识，并催化这些知识在儿

童的脑海中进行转化。其次，创造环节可以丰富儿童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也是学习音乐价值体现中的重要一环。 

教师在课堂上的创造环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设置： 

①节奏创造，通过把音符区分成黑的（短音）白的（长音）两

个类别，进行简单的节奏创作。 

②旋律创作，面对幼儿教师需要将音符制作成音符卡，数目

始控制在三个音符，而后加多至六个 后到一个八度的完整音阶。

先让幼儿自己从音符中挑选，并随机排列组合，然后将其演奏出来。

在幼儿进行创造时，教师需要帮助其伴奏，使旋律更加的丰富，增

强音乐的趣味性，随后再与节奏相配合，加入歌词，创作出一个完

整的小片段。 

总体来说，在课堂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将教学活动进行两次

转化，从儿童聆听音乐到提出问题，然后将音乐用具象化的教学工

具表达出来，让儿童感受的更加具体，随后进入实操教学，通过多

样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设置，进行第二次转换， 终达到可以创造的

目的。 

在内容设置上，要以节奏和旋律为核心，前期以一些基础的符

号为主，如渐强，渐弱，反复记号，延长音记号等等……，与小的

音乐片段同步进行教学，帮助引导学生感受情绪， 终可以进行创

作。 

后：进入到教学后期阶段，指施教者已经完成了实操部分的教

学，幼儿学童进入练习的部分，教师则进入到教学步骤调整阶段。 

在幼儿钢琴的教学活动中，比较常见的教学频次为一周两节，

剩余的时间能否正确的练习就尤为重要。如何保证幼儿居家还可以

正确的练习，一直是令教师头痛的问题。一般对于年纪较小的儿童，

教师应要求家长陪同上课，在上课过程中，若一节课的时间设置为

45min，实则安排新的教学内容需要控制在 20min 以内，这样不仅能

够使幼儿有足够的时间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同时也降低幼儿在家

练习易出错的风险。 

在课程结束前 5min，教师需要采取 Question 与 Asking 相结合

的方式，对此节课程所学习的内容进行复习. 

首先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儿童是否掌握所学内容，以及帮助

家长理清这节课所学知识点。 

其次通过要求的方式，对于幼儿练习任务进行布置。在布置练

习任务时，教师应以内容质量为先，练习时长为后。举例子来说明，

对于一个四岁半的幼儿在实施完毕教学活动后，布置作业应该以本

节课所学习的乐曲完成度作为衡量练习结果的好坏，可能是一首曲

子能够完整的弹三遍不出现错误，亦或是能够将曲目中包含的强弱

对比明显的表现出来，这是一项具体的作业。而后再根据学生的个

性特点，去要求练习时长，一般启蒙阶段的幼儿练习时长为 15min。

教师则需要对于自身的教案进行整改和审核，有些时候创作的部分

和 plan B 会在实操过程中有些许出入，所以教师也同样需要根据课

程回顾从而修改自身的教案。 

综上所述，基于目前国内钢琴教育的普及化以及低龄化，教师

需要有一套更加完整的教学流程来为优秀课堂和培养优秀的琴童赋

能。本文对于一节钢琴教学活动的教学策略分为前中后进行分析，

并总结出一部分规律，旨在能够为一些新手教师和从事钢琴教育活

动的教师提供帮助和指引。通过明确钢琴教学活动的价值，加强自

身的信念感；通过了解教学活动设计的步骤和幼儿的发展特点，明

确教学环节，为更加完整和多样的课堂设计点亮一盏指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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