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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钢琴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方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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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处于信息化时代，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教
育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音乐教学受到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而在众多门类的音乐教学中，排行较
前的就是钢琴教学，其在高校音乐人才培养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当下的高校钢琴教学中，仍
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教师过于注重学生理论成绩、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等都影响着审美教育的发展，
不利于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对此，本文就高校钢琴教学中的审美教育方法探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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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表现能力和音乐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此，为更
好的将钢琴演奏好，学生需要不断培养良好的钢琴演奏
技巧和能力，使在表演中可以游刃有余。与此同时，还
要更加注重对表演曲目内容的了解，需要融入自身的真
实情感，从而不断提高音乐表现能力，更好地与听众实
现共鸣。但是，这种音乐表现能力对演奏者的要求较高，
不能够轻易拿捏，也很难通过后天的培训养成。对此，
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音乐审美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使学生对钢琴曲目内容有更深的了解，融入更
深的情感，从而在表演中可以免受外界的干扰，遵从内
心，便于更好的提高表演的质量。

2.2 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提高音乐素养
在高校中，音乐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同时也是

一门艺术，承载着人们的情感，而钢琴演奏也是一样的。
良好的音乐演奏舞台需要融入演奏者本自身的情感，实
现与听众的共鸣，最大程度地展现钢琴曲目的魅力和影
响力。因此，在钢琴演奏中，学生除了对表演曲目内容
有深刻的了解的同时还需要有较好的音乐感知能力，便
于融入自身的情感，实现技巧与情感的融合。借助音乐
审美教育，利于教师不断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使
其不断挖掘钢琴曲目深层的含义和内容，从而融入自身
的真情实感，提高音乐演奏的质量，更好地展现演奏的
魅力，到达听众的内心世界，实现情感的共鸣。

3  高校钢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传统教学模式影响较深
钢琴教学与其他音乐教学具相比，在学生的演奏技

巧和审美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其他乐器相比，
钢琴的表现能力和模仿能力更佳，有更强的音乐感染力。
但在当下高校钢琴教学中，机械化教学的模式仍然存在，
教师们只是教导学生基础的演奏技巧和知识，在演奏过
程中，存在机械化和较为生硬的问题，钢琴演奏的音乐
感染力并未完全体现出来。同时，由于部分高校的教学
模式存在问题，过分注重教导学生的钢琴演奏技巧，导
致在教学中缺乏对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

3.2 学生态度不端正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学生对钢琴曲目的理解仅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书育人的理念得到人

们广泛的认同，素质教育不断发展。这种情况下，高校
对钢琴教学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
中，仍存在很多问题。老师们的认知存在误区，只注重
教育基础的演奏音乐的技巧和知识，而忽略了对学生音
乐审美的培养，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钢琴演奏能力。
对此，要立足于实际情况，从多角度考虑问题，进一步
推动高校钢琴教学改革，重视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教育。
高校钢琴教学主要分为演奏技术、理论修养和人文素养
等三大类，前两者占主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
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演奏技巧和能力。在日常教学
中，教师们通过跟踪学生的学习状况，耐心重复的进行
教导，从而使得学生练就较好的演奏基础知识和技巧，
提高钢琴演奏的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缺乏对学
生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只是过分重视学生的基础演奏
技巧。这种情况使得学生对音乐缺乏审美能力，即使拥
有再好的演奏技巧，演奏出来的音乐也是空洞的、没有
灵魂的，很难与听众产生共鸣。对此，为更好地推动教
育改革、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打破传统的思想、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音乐审美教育的含义

在音乐演奏中，表演者的演奏能力十分重要，而能
否与听众产生共鸣更加重要。对此，在钢琴教学中更加
重视音乐审美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音乐审美教育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导学生提
高基础知识和演奏技巧的同时，引导学生对表演曲目进
行充分的理解，不断挖掘学生对音乐美的感知能力。在
这种教育中，学生对表演曲目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表现能力，在当下
音乐教学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  音乐审美教育在高校钢琴教学中的作用

2.1 提高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
高校音乐教学分为很多种类，钢琴教学是其中一门

十分重要的科目，与其他教学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高校
钢琴教学将艺术和内心情感结合在一起，对演奏者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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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表层，无法深入的感受钢琴演奏带给人的震撼和
美感。这种情况使得学生在学习中的态度不够端正，不
能够对钢琴曲目有更深的理解。与此同时，受高校学分
制度的影响，大部分学生只把钢琴学习当做一门学科，
只是为了争取学分，无法深入的了解钢琴演奏的技巧和
其中蕴含的情感，导致其不够重视音乐审美能力的提高，
学习处于被动地位。

4  推动高校钢琴教学中审美教育发展的方法

4.1 接受新观念，改革传统教学模式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各大高校钢琴教学的方

法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为了更好地推动高校钢琴教
学中审美教育的发展，需要学校不断改革传统的教学模
式，在教学中不应该仅局限于培养学生的音乐演奏技巧
和能力，而应该更加注重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使
其在音乐演奏中融入自身的情感和想法，从而不断提高
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和表现力。与此同时，接受新的音
乐审美教育的观点，顺应时代的要求，创新课堂教学的
方法，将音乐审美教学渗透到钢琴教学的各个环节，避
免传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不断推动教学质
量的提高。

4.2 端正学生态度，推动其主动学习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导，学生一

直处于被动学习的地位，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为
更好的推动钢琴教学的发展，需要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
地位，在课堂上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使学生表达自身
的想法和观点，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起其
钢琴学习的兴趣。借助这种方式，端正学生的态度，使
其更深的挖掘钢琴曲目的内在含义和情感，从而对音乐
有更深的理解，不断提高其音乐审美能力，更好地达到
钢琴演奏与内心世界的结合。不断提高音乐教学的质量，
便于达到更好学习的效果。

4.3 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良好的学习环境便于学生更好地融入学习，更好地

提高学习质量。对此，为更好地推动钢琴教学审美教育
的发展，需要更加重视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钢琴演奏
具有较强的音乐感染力，需要有良好的环境作为烘托。
学生在一个安静的氛围中学习钢琴演奏与在嘈杂的环境
中相比学习质量要更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更高。
对此，需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也要不断改变传
统的授课理念和形式，使课堂氛围更具新意而不是一成
不变的。因此，在钢琴教学中，融入音乐审美教育，需
要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例如，教师在讲解较为欢快的
演奏曲目时，可以引导学生讲述较为开心的事例，使得
课堂氛围更加活跃，学生的积极性更高，心情更加放松，

便于情感的抒发更加自然，使得教学效果更好。

4.4 慎重选择教学内容
当下，许多高校的钢琴教学内容过于注重学生演奏

技巧和能力的培养，注重理论知识，缺乏一定的审美教
育。对此，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上要慎重选
择。高校在内容设置上要融入一些课外实践知识，设置
一些趣味性较强的实践课，从而避免理论教学枯燥乏味。
同时，还要设置与音乐审美教育相关的知识，便于学生
提高音乐素养，更好地提高钢琴演奏能力，从而达到更
好的教学效果。

4.5 将可视化技术融入课堂教学中
将可视化技术融入课堂教学，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

现，一方面对教学内容进行可视化整合，另一方面是对
教学过程进行可视化整合。对于教学内容，可以结合学
习的目标和策略，利用思维导图、概念图等图像来辅助
教学。对于教学过程，可以充分利用数据库，结合大量
的数据形成数据图像，利用相关属性值，将数据以多维
的方式展现出来，便于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和观察。
在钢琴移动教学中，可以结合课堂教学情况，通过大数
据分析，了解学生对不同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借助可视
化结果，对教学模式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教学内容的
灵活性，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有效进行。移动教学可以
将学生的学习数据记录下来，教师可以通过智能设备收
集学生的课堂表现数据，从行为、认知及情感等多方面，
掌握学生对钢琴弹奏的掌握程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处理
和分析，明确学生的优势和劣势，对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指导，提高网络教学的效果。此外，可视化技术有助于
学生进行互动，学生可以在线上提交作品，同时可以互
相进行分享，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行评价和互动评
价，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点评和指导。通过学生互评的
方式，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致，同时发现别人的优势，
并改进自己的不足，引导学生相互欣赏和指导。

5  结语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钢琴教学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学生的演奏技巧和音乐审美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因
此，要更加重视高校钢琴教学改革，融入音乐审美教育，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观点，端正学生态度，充分发挥
教师的引导作用，从而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达到更好
的教学效果。通过音乐审美教育，使学生对音乐的理解
更加深刻，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音乐素养，
提高其钢琴演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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