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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钢琴教学改革需要在拓展教学方法的同时，积极转变教学理念，将情感教育融入到教学实践活动中。就现阶段我国

多数高职院校钢琴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需要进一步实施深化改革工作，围绕现有的钢琴教学方案进行创新，才可以保证情感

教育融入钢琴教学的效果。本文主要从情感教育视角下分析高职钢琴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将情感教育融入到教学实践活动中的

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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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教育部近几年明确表明高职阶段各专业的教学改革工作

要以培养综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钢琴教育同样需要基于该要求进
行课程体系改革，在帮助学生掌握钢琴基础弹奏技巧外，还要让学
生的综合素养得到提升。情感教育泛指教师在课堂上创设出一个带
有情感的情景，让学生的情绪可以受到感染，再引入有关课程的内
容。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将情感教育融入到钢琴教学活动中，可
以帮助学生形成条件反射，在听到一首钢琴曲后就会带入情感，尤
其是在演奏的过程中，带有丰富情感地弹奏钢琴可以促使听众产生
共鸣，使钢琴曲升华为艺术品。 

一、情感教育融入钢琴教学的必要性 
（一）满足课改要求 
将情感教育融入到高职钢琴教学可以显著改善教学质量，满足

我国教育部提出的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在传统教育理念视域下，有
关钢琴课程的教学工作还是以教学大纲为主，不涉及过多带有延伸
性的内容，属于基础教学范畴，而包括钢琴演奏、学前钢琴教育等
行业的发展，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依靠常规教学方法无法
达到预期目标。而情感教育旨在加深学生对钢琴曲的理解，可以帮
助学生更优美的进行演奏。 

（二）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综合素养除了钢琴演奏技巧外，还包含演奏情感、流畅度，以

及创新性等，需要长期的积累，反复的练习同一首钢琴曲才可以达
到预期的目标。而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要兼顾理论课程的学习，
练习的时间有限。而基于情感教育组织开展钢琴教学，可以帮助学
生培养对一首钢琴曲的情感，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演奏，逐渐会
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通过将情感教育融入到实践教学活动中，可
以有效提高其综合素养。  

二、情感教育应用于钢琴教学的途径 
（一）导入作者背景调动学生情绪 
在将情感教育融入到钢琴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导入作者背

景的途径实现，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分享钢琴曲作者的成长经历，
以及钢琴曲的创作背景，让学生可以产生共鸣，对钢琴曲形成更加
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例如，在《巴赫初级钢琴曲集》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可以搜集
有关巴赫的视频、图片资源，进一步对其进行介绍，让学生对巴赫
本人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为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教师还可以
搜集巴赫在创作钢琴曲时的一些趣事、杂谈。当学生对巴赫的生平、
钢琴曲的创作背景形成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后，教师再对具体的钢琴
曲目解析时，可以要求学生结合巴赫当时的年龄，尝试分析具体的
创作思路。而在实际演示如何演奏钢琴曲的过程中，也需要逐段进
行演示，并根据节奏的快慢带入不同的情感，让学生去感受。在作
者背景的作用下，可以让学生生成对应的情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提醒学生在演奏钢琴曲时注意情感上的变化。当然，对大多数学生
而言，可能在练习钢琴曲的时候，会联想到巴赫的人物背景，但是
在演奏技巧的使用上可以无法体现出来。教师需要强化对学生的引
导，先调动自己情绪的变化，主动去贴合钢琴曲。在演奏的时候尝
试用情感切换舒缓、柔和、急凑的节奏，切实表达出作者创作的钢
琴曲所想要表达的情感。 

（二）引入生活化元素开展钢琴教学 
传统教学模式以基础+实践教学为主，教师在教授钢琴课程的

过程中以《教学纲要》为主组织开展教学活动，整体效果一般，无
法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养的目标。而在借助情感教育改革的时候，
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让学生能够接受，才可以保证情感教育的效
果达到预期。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尝试引入生活化元素开展钢
琴教学。生活元素的使用，可以帮助学生联系自身的实际情况，从
而可以对钢琴曲产生更深刻的理解。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先要对钢
琴曲本身进行解析，再围绕钢琴曲引出生活化元素，让学生可以主
动去联想，联系自己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情景。   

（三）以情感解析为背景赏析钢琴曲 
情感教育融入钢琴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切入点，确保学生

可以产生共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以通过情感解析为背景
开展钢琴曲赏析课的教学活动。 

我国钢琴演奏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诞生出了许多国际知名的
钢琴作曲家和演奏家，也产生了许多广为流传的钢琴曲也，其中多
以红色题材为主，教师可以基于相关的钢琴曲为背景，深入解析情
感，让学生可以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也能够形成爱国主义精神。
例如，《解放区的天》作为我国知名的钢琴曲，教师可以将其作为
赏析曲目开展情感解析。首先，教师要让学生对该首钢琴曲的历史
背景有一定理解，需要引出抗战时期我国人民所经历的，是一个受
压迫，但是民族意识正在逐渐觉醒的时代。为了让学生的情感可以
进一步受到渲染，可以延伸性的引出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历代革命先
烈为了民族复兴所做出的努力。此时学生的情绪会受到有效的调
动，并对《解放区的天》产生出不一样的情感。其次，教师需要逐
段对钢琴曲进行情感解析，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每个小段所
蕴含的情感特征，以及整首钢琴曲的基调是什么。在问题的指引下，
教师可以反复演奏需要讨论的小段，让学生可以形成更深刻的理
解。 

通过情感解析，可以让学生对所教学钢琴曲产生更加深刻的情
感共鸣，教师可以有效利用情感解析组织开展钢琴曲赏析教学。 

结束语 
将情感教育融入到钢琴教学可以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培养

综合型人才的目标。对教师而言，为了使情感教育的作用发挥到最
大限度，在课堂上还是要以学生为中心，结合钢琴课程规划教学方
案，注重引导，让学生在练习或者赏析钢琴曲的时候都将情感带入
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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