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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对于在校外教育中的

一线教师的冲击与干扰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与众志成城的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阶段性复课

正在顺利推进中。回望疫情开始至今，各区县基层单位、

领导、干部以及广大教师员工都在这次疫情中开足马力，

集思广益的对疫情与教育工作中的平衡关系进行全面比

较，对我们校外的供给侧进行特色化的结构性改革。作

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看到了所有人的努力付出，但同

时我也看到在当今形势下各个社团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

类别，共同目标的创新发展新模式。

1　问题剖析与解决

如何让年纪较小的学员喜欢上一件每天至少练习个

把小时的乐器的确是一件让家长和老师头疼的事情。很

多家长都是在学琴一年甚至在半年内就纷纷选择了让自

己的孩子放弃学习音乐，原因很简单，就是孩子不喜欢

练琴了，没有兴趣了就不再学习了。作为一名社团负责

教师认为在孩子对音乐失去兴趣之前，家长和教师完全

可以避免或者延缓孩子对自己所学的乐器失去一开始的

兴趣，甚至可以让学员爱上自己的乐器，以下是我所发

现的学员对器乐演奏与练习失去兴趣的几点原因：1. 自

己演奏的曲目因为自身问题不好听，没有自信。2. 对自

己演奏的曲目不了解，听不懂也练不明白。3. 家长不清

楚如何帮助孩子练琴，有时反而弄巧成拙。4. 学校作业

多，课外辅导班多，占用了练琴时间，没有精力与体力

再练琴等等。5. 疫情期间，孩子们在相对封闭的家中，

没有老师、没有同学进行探讨与合作，久而久之便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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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向。这些棘手的问题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尤

其是在疫情中，如何让孩子们合理的利用充足的时间来

享受音乐。

2　找出问题是增加演奏者自信心的关键

2.1 慢练

学生在家里练琴时常常用次数来进行计算和验证练

琴的结果，这是家长与学生的通病。慢练，有针对性的

练习才是找到自己问题的关键钥匙慢练是大提琴训练中

最根本的要素。即使时间再少，也要坚持慢练，只有这

样才能发现问题，在慢练中解决问题才能减少演奏中的

失误，这样慢慢的增加了曲子的完整性，自然就增加了

自信心。

2.2 细节

在每个星期进行线上课的时候，教师除了找出学生

演奏时存在的问题外，通常还会给出学生在家练琴时的

建议。而往往学生结束课程后都会忘记教师所说的这些

细节，依然用原来的习惯巩固之前的错误，这样做不仅

耽误了时间更加深了错误的习惯。比之前更加难以改正。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除了本文刚才提到的慢练，还

应该在上课后当天马上进行吸收与回忆上课内容。这样

做才会比较有效的记清教师所说的细节。另外在上课时

做笔记也会有很好的辅助效果。

2.3 反复练习

练习是讲求方法的，每次我说到需要反复练习的时

候，学生都会说：“老师，这首曲子我练习了 20 遍或者

30 遍”。其实恰恰是这种练琴的模式导致学生忽略了问

题，降低了效率。很多的乐曲有两页甚至数十页长，如

果从头至尾一遍一遍过，问题只会积累越来越多。而练

琴讲求的是每次练习不求多，但求精。练习的精髓在

于”预习”与“复习”。这听起来和校内的上课模式非常

相似。的确，两者间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

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一致的。不同点在于练琴时乐曲的每

一页、每一行、每一个小节乃至每一个音符都需要“复

习”和“预习”。只有精细到这种程度才能真正做到滴水

不漏。

3　了解音乐，喜欢音乐，练习音乐，最后“创新

音乐”

这一段落的题目不仅是内容，其实也是学员对大提

琴保持兴趣的步骤的顺序。要想使学生想练琴，爱练琴，

就要从与琴建立良好关系开始。乐器就像是你的朋友，

“他”能够通过你的肢体语言来感受你的情感变化。另

外音乐不像其它的艺术形式那样直接，易懂。比如美术

中的图画作品非常直接的告诉了观众内容，是人物？还

是风景？是暖色为主？还是冷色主导？就连四五岁的儿

童都可以直接回答以上的问题。而音乐不同，它需要家

长平时对孩子音乐素养上面的积累，更需要教师上课时

的引导。我在每次课程的开始都会演奏一段作品对学生

提出问题来激发学生的灵感并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而每次学生回家后总是有各种的理由来回答我没有完成

关于“欣赏”的作业的理由。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也是

复杂的。学生和家长认为本来练琴时间就比较少，根本

没有时间提出来去“听”和“想”。能够完成我布置的作

业就不错了。久而久之，学生与家长就陷入了死循环，

枯燥的练琴——对曲目麻木——教师指出问题——继续

枯燥的练琴。自然孩子和家长都会对乐器渐渐的失去兴

趣。而如果按照笔者的安排也许就会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例如，听作品——产生兴趣——有动力练琴——教师指

出问题并且完善——更有动力练习。这是一个快乐的过

程，也是保持兴趣的秘诀。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想为之付

出行动，自然是先要了解它，喜欢甚至痴迷它，最后才

会拥有它。所以兴趣并不是想有就有的，而是需要培养，

需要了解，最后掌握它并且运用自如，才能谈得上玩音

乐，也就是创新。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线上教育展现出了越来越

明显的优势。方便的操作、多样的功能大大提高了教学

的效率与学习的兴趣。但是网络的延迟以及拍摄的角度

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家长们帮助可以说

必须也是必要的。作为教师应该钻研新知识，新技能。

线上教学的难点之一在于没有适合的多级别教材相互辅

助，只能依靠教师的教育智慧。微信、腾讯会议等软件

还远远不能满足我的教学需求，于是我在 App store 中找

到了作曲软件，将学生需要解决与学习的问题用不同程

度与难度的乐谱进行一对一的有效传递，很多问题迎刃

而解。而线上的作曲软件加上社交软件能够最及时的激

发学生创作兴趣，满足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发挥每个孩

子的性格特点。

4　创新关系，保持兴趣

有些家长经常和我讨论究竟是否在孩子练琴的时候

进行辅导和管理。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孩子是怎

么样的性格，另外自学自律的能力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决

定性因素。孩子的性格如果是比较着急，沉不住气的类

型，那么家长不防把每一次作业的完成量进行再分化，

从而练得更加精细，这样会使性急的学生容易完成目标，

又会比较有成就感。如果性格稳重，偏磨蹭的学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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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家长在旁边适当的时间管理，迫使其有一种轻微的紧

迫感，从而加快进程。所以家长在学生练琴过程中的影

响只要掌握好火候，就会事半功倍。而有一些家长的性

格反而就是我前面所说的问题性格，自然没有办法管理

好孩子。另外家长可以尝试用一些游戏的方法进行尝试

会得到不错的反响，例如：奖励机制、任务机制、比赛

模式等等都会提高孩子在家练琴的兴趣和耐心。以上是

指很多负责任的家长会做的一些努力。而后面则是一些

反面教材，比如在上课时有的学生就反映自己练琴的时

候家长看电视声音过大影响练琴，再或者说孩子向家长

虚心求教的时候，又或者希望家长提供一些音乐方面的

网络资源的时候，父母会用各种方法搪塞回避，导致孩

子练琴时孤立无援，慢慢失去了信心。久而久之，家长

慢慢的也失去了对孩子的耐心，每次家里的练琴时间都

变成了吵架时间，孩子的抵触情绪也越来越明显，最终

对大提琴失去了兴趣。毕竟每个星期学生只能见到教师

一个小时，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家长与孩子在一起共同

生活，只有家长与教师共同努力，学生对于器乐练习才

能真正的保持兴趣。

5　提高效率，科学练琴

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 [1] 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将一只

饥饿的猫放在装有特殊开关的笼中，猫经过不断的尝试

后触到了开关，逃离出笼。然后他提出了著名的尝试错

误学说 [2]，主要观点是：学习是一种渐进的尝试与改正

错误的过程。随着练习，错误的反应逐渐减少，正确的

反应得以产生，于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固

的联结。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方法更加适用于动物或者有

大量空闲时间的人员，对于课业本来就繁忙的学员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要想对乐器产生兴趣就更加困难。

岁数较小的学员，大脑的高度集中力最多也就是十

分钟左右，如果不进行休息和调节，练琴效率必然下降，

以下是我绘制的一个表格。

练琴时间长度 具体内容 对学生的作用

0—— 10 分钟 空弦以及基本功
放松左右手，

找到合适的声音

10—— 30 分钟
练习曲以及复习上

节课的内容

调整左右手的状态完成

原来的作业

30—— 35 分钟
喝水、上厕所，听

音乐

大脑需要放松，

同时放松紧张的肌肉

35—— 55 分钟
练习教师布置的新

作业（逐行）

通过前面的过程调整到

最好状态来练习新作业

55—— 60 分钟
回忆今天练习的内

容与问题

温故知新，

给明天留下任务。
[3] 做少许事情但是做的很好，胜过于做很多事情却

做的很糟。这句话一直是我告诫自己也是教导学生们要

记住的练琴准则之一。我为练琴时间能够达到一个小时

的学员制定的规划表，其中的 30—— 35 分钟的时间段非

常的关键，通过大脑的放松来缓解身体上的疲劳，这对

于后面的练习有非常大的帮助。

作为一名教师，尤其在这个特别的疫情时期，我们

身上的任务不仅是教书育人，更应该让学生感受生活，

感受音乐，学会寻找快乐的方法。兴趣是学习器乐演奏的

动力，也是强大的支撑力。缺少了兴趣，也就缺少了练琴

的意义，毕竟音乐是服务于人而不是人来为音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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