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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新途径 
杜  伟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无锡  214153） 

摘要：当前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过程中仍存在着教学途径比较单一的现象。作为钢琴教师，我们只有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在工作中的实际需要出发，从钢琴教学的方法入手，积极探寻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新途径，才能不断提升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
学的质量。 

关键词：学前专业；钢琴教学；新途径 
 
一、引言 
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办好学前教育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关系
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党和国家的事业未来。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资源迅速扩大，管理制度
不断完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底子薄、欠账多，目前学
前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
分突出。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中则表现为教学途径比较单
一，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教学效果不明显。因此，探索学前
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新途径显得尤为必要。教学途径的创新，
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
学习，而且可以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提高学生的钢琴
弹奏技巧和自弹自唱能力，从而培养出符合当代学前教育发展
的、具有良好音乐素养与完善人格的学前教育师资。 

二、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新途径 
钢琴演奏过程是一个身体与大脑有效结合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钢琴教师如何借助钢琴作品与有效的教学方法，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钢琴弹奏技巧和自弹自唱能力，
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完善学生的人格品质，已经成为一个热
议的话题。作为钢琴教师，我们应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具
体问题展开研究，从钢琴教学的方法入手，积极探寻学前教育
专业钢琴教学的新途径。 

（一）激发学生学习钢琴的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或者教学的过程中，

我们不难发现兴趣对于学习效果产生的积极作用。在学前教育
专业钢琴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特点，
精心选择授课内容。上课时教师不应长时间地给学生讲述钢琴
的发展史以及钢琴弹奏的技术要领，而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培养
学生学习钢琴的兴趣上，努力构建科学化、系统化的课程内容。
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基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自身音乐基
础薄弱的实际情况，教师要最大程度地降低钢琴弹奏技巧的难
度，并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实际水平，创设阶梯式的课程内
容，使学生在各自的成长阶梯上获得相应的发展。在选择钢琴
曲目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到面对的学生群体的特殊性，
尽量选择一些欢快、有趣味，且符合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的曲目，
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渐
提高自身的钢琴弹奏水平和自弹自唱水平。这不仅是学生钢琴
弹奏技能与音乐知识水平的提升，而且是学生自信心不断建立
的过程，教师要充分利用曲目的优势，激发学生学习钢琴的兴
趣和学习音乐的潜能。 

学前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大都采用大班课教学，教师数量
少，学生数量多，这就使得教师不能很好地照顾到每个学生的
需要。因此，教师平时除了认真开展钢琴课堂教学外，还应多
关注学生的课后练习情况，教会学生充分利用课后时间进行科
学、有效地练琴，不断提升自己的钢琴弹奏水平和自弹自唱水

平，从而逐步构建高效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教学新模式，建立
与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相符合的教学框架，培养与学前教育发展
相适应的应用型人才。 

（二）在聆听欣赏过程中获得发展 
钢琴演奏不仅是一种供人欣赏的表演形式，而且能通过其

特有的旋律、节奏、速度、力度、音色、和声、调式和调性等
音乐元素，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氛围，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
流，是一种集感性与理性为一身的独特精神产品。大自然中有
很多声音，像山谷中的鸟鸣、溪水潺潺流动、江河波涛翻滚等，
都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这不仅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出的体
会，更是存在于人类最为原始的情感之中。一首好的钢琴作品，
既能让人赏心悦目，又能让人融入到音乐创设的情境中，受到
独特氛围的熏陶。音乐是利用“听”才能去欣赏与掌握的艺术，
因此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学生听觉
能力的培养，增加聆听欣赏的环节，尊重“听”在钢琴弹奏中
的重要性。教师可通过示范弹奏、弹唱、听录音、听现场音乐
会等不同渠道，达到训练的目标，使学生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
音乐的氛围，体验音乐的情感，理解音乐的含义。同时在感受、
体验和理解音乐的基础上，获得对音乐的整体感知，从而在钢
琴弹奏与自弹自唱方面获得更好的提升。 

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音乐活动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中也
包含了幼儿的欣赏聆听教学，如唱歌、音乐游戏、韵律活动和
欣赏活动等，这些音乐活动都与欣赏聆听有关。作为学前教育
专业的学生，只有懂得欣赏音乐，才能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做
到得心应手。因此，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提高学生聆听欣赏的比重，创设聆听欣赏的学习环境，增加学
生聆听欣赏的时间，使学生在聆听欣赏的过程中获得发展。 

（三）将舞蹈律动适时引入钢琴教学 
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学生能读

懂乐谱，会用钢琴弹奏乐曲，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与思考
音乐，更不知道如何去表现音乐。这些现象的出现，除了一些
客观因素之外，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常
常将“音”与“乐”分割开来，重“音”轻“乐”。 

钢琴作品中的音符是将我们看不见的声音以一种我们看得
见且简明扼要的方式呈现出来，学起来其实并不是很难。而音
乐却是一种我们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较为抽象，学起来会
比较费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将舞蹈律动适时引入到钢琴教学中来，结合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所学的舞蹈技能，让学生根据乐曲的风格、韵味
即兴编创舞蹈律动。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钢琴作品
的理解，增加钢琴教学的趣味性，而且能促进学生身体机能与
协调性的提升，使学生在舞蹈律动中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并
把这种情感迁移到钢琴作品的演绎中。在自弹自唱教学中，教
师同样可以将舞蹈律动与自弹自唱相结合，采用“你弹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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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弹你跳”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节奏简单，易唱易
记，对比明显，规律易寻的儿童歌曲，让学生随着歌曲的节奏
进行身体的律动，从感性上感受歌曲的特点，从而增强课堂教
学的互动性与趣味性，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技能的
发展。 

（四）将钢琴弹奏与自弹自唱有机结合 
自弹自唱技能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专业技

能，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目前这门课程已被列为学前教育专
业钢琴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要练好这项技能，学生必须具
备一定的声乐演唱能力、钢琴弹奏能力、良好的音乐理论基础
和较强的音乐作品分析能力。而熟练掌握这项技能，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得到巩固与完善。由于这
门课程的难度较大，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要求较高，所以学校在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往往将这门课程安排到最后的阶段进行
学习。而这种集中训练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学生
不太适应。作为教师，我们可以尝试着打破常规，在学生学习
钢琴曲的阶段，除了指导学生钢琴的弹奏技巧外，还可以引导
学生分析作品的和弦、音型在钢琴曲中的具体应用，为学生积
累键盘和声的知识与经验，使学生在反复分析的过程中牢记各
种和弦、音型的特点，为今后儿童歌曲的自弹自唱打下一定的
理论基础。 

在学前教育专业自弹自唱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我

弹你唱，你弹我唱”的方式，由两位同学合作完成一首歌曲的
演绎。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之间的合作精神，而且有利于学生
歌唱水平及钢琴伴奏水平的提升，让学生在伴奏的过程中自己
当一回音乐的主角，尽情抒发内心的情感，从而树立学生的自
信心，使学生慢慢爱上这门课程。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教学过程中，相关教育工

作者应根据学生生源的特殊性，及时对相应的教学内容做出科
学的规划与合理的调整，努力构建高效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教
学新模式，积极探索多种钢琴教学的新途径，不断提高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的钢琴弹奏水平和自弹自唱水平，培养与学前教育
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学前教育师资，为我国学前教
育事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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