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6期 2020 年

《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课程的整合研究

——以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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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均是目前师范类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必开的两门课，属音乐类课程的专业必修课。

据了解，一部分院校采用的是两门课两位老师授课；另一部分虽是同一位老师授课，但是把两门课严格割裂来上。这样一来，

就会出现教学目标不统一、教学环节方法不一致、教学内容有交叉等现象。基于灵活应用键盘能力在社会用人单位的呼声越

来越高，加之学前教育专业零基础且学时较短的特点，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钢琴的灵活应用能力，唯有将原来的两门课整

合在一起，用“大钢琴”的教学思路授课才是学科的发展之道，才更能符合人才发展的需要、社会用人单位的需要。

【关键词】：《钢琴基础》；《钢琴即兴伴奏》；整合；“大钢琴”

一、课程的性质及关系

（一）《钢琴基础》的课程性质

《钢琴基础》是学前教育专业音乐类课程中的专业必修

课。它是学生，特别是零起点学生钢琴入门的基础课程。在

课程中汲取的知识与技能养分是否充足将直接影响后续课

程的学习。但因其是照谱弹的“摘抄”阶段，对于学生来说，

相对简单。

（二）《钢琴即兴伴奏》的课程性质

《钢琴即兴伴奏》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技能技巧课

程。它是对音乐各学科如：钢琴弹奏技巧、乐理、和声、曲

式及歌曲作法的整合过程。它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求职、从

事幼儿职业必备的技能之一。但因其是在原有谱面上的“写

作文”的创作阶段，对于学生来说，稍有难度。因而提升钢

琴即兴伴奏技能对于学生尤为重要。

（三）《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的关系

《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均是学前教育专业必

定开设的音乐类课程，它们都属钢琴类课程的范畴。通常情

况下，《钢琴基础》先行开设且时间较长，《钢琴即兴伴奏》

则后续开设。《钢琴基础》既要为《钢琴即兴伴奏》做好学

习思路上的铺垫与衔接又要打好弹奏的技术基础，以便让学

生顺利的获得从“摘抄”到“写作文”的能力。

二、《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的整合原因

（一）学生学习的基础薄弱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不同于音乐专业的学生，音乐专业

学生是经过艺术类加试选拔后，结合文化课成绩录取的。而

学前教育专业都是普文、普理录取的，没有参加过艺术类加

试。以本校为例，在每年新生入学调查显示：有过音乐学习

经历的不到 10%；有过键盘学习经历的不到 5%，有学钢琴经

历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基于学生的基础薄弱，如果想要达

到灵活应用键盘的目的，《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

必须整合。

（二）学生学习的时间有限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来说，它不同于音乐专业的开课时间

长。像音乐专业开课时间通常是《钢琴基础》三年半，《钢

琴即兴伴奏》开设一年到一年半，属于“平行并列”开设；

而学前教育专业，有的院校开设三年，有的却短短的只有两

年，本校就属后者。在课程安排上，三年期的，两年的《钢

琴基础》，一年的《钢琴即兴伴奏》；两年期的，一年半的《钢

琴基础》，半年的《钢琴即兴伴奏》。试想面对零基础学生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但要“照谱弹”还要“创编弹”，难度可

想而知。那么化简矛盾的办法就是《钢琴基础》与《钢琴即

兴伴奏》必须整合。

（三）学生学习兴趣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根据学生的反馈，

刚开始对课程有很新鲜的感觉，但随着难度的增加，每天只

是照谱弹，而对谱面中的知识点却全然不知，时间久了，不

免会有些乏味。但如果解读分析谱面中知识点，让学生掌握

调式、曲式、和弦、音型的识别与分析方法，打通机械弹奏

到应用键盘的堵点，加上简线的结合，钢琴技巧与伴奏弹唱

创编的结合，势必使学生学习积极性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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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求职就业的需求

在《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一书中指出，把

《指南》全面纳入幼儿园教师招考的考试考核内容，将对《指

南》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作为录用幼儿教师的重要指标[1]。

首先，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求职考试中，钢琴的“即兴弹唱”

能力是必考内容；其次，对于幼儿教师在组织幼儿音乐活动

及一日活动中发挥“实际应用能力”的一定是灵活应用键盘

的操作能力。它的“重要性”及“实用性”已得到了学前教

育专业师生的高度认可。因而《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

奏》必须整合。

三、《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的整合方法

（一）统一人才培养目标及教学目标

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的蓝图，是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归

宿，是社会需求对人才产出成果或最终行为的明确阐述，是

教学目标、教学行为取舍的规范和依据。教学目标是培养目

标的实施者和践行者。两者必须高度一致。明确培养及教学

目标是顺利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的保障，是导教、导学、导

评价的保障。

培养目标、教学目标的确立是经过实地幼儿园调研、学

生参加考试考编及社会需求反复论证的结果。担任《钢琴基

础》与《钢琴即兴伴奏》课程的教师要在新生入学初期就要

统一思想认识，互通有无。第一，明确学前教育专业不同于

音乐教育专业或音乐表演专业，它是培养未来幼师的摇篮而

非专业的演奏人员；第二，明确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获得灵活

应用键盘、即兴操作键盘的弹唱能力，而非照谱弹奏高难的

作品。

（二）统一教学思路及操作步骤

1、教学思路要统一

介于学前教育专业在钢琴方面中需要的是灵活应用键

盘的能力又介于《钢琴基础》课开设时间长且早于《钢琴即

兴伴奏》课程。在《钢琴基础》开课时就要有统一的教学思

路的规划与指导，并在课程中潜移默化的开启整合之旅。第

一，灵活应用键盘，需要既会看五线谱也要会看简谱，两种

谱面都要熟悉；第二，灵活应用键盘，离不开首调、固定调

两种视唱方法的切换能力；第三，灵活应用键盘，离不开对

键盘中调式、和弦的熟练程度；第四，灵活的应用，更离不

开知识到技能的转化能力。

2、操作步骤要规范

要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灵活应用键盘即兴弹唱

能力，《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两门课整合的操作

步骤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两年期为例：

（1）第一学期，《钢琴基础》主要为《钢琴即兴伴奏》

做好如下铺垫：在知识层面，只学五线谱谱面，熟悉谱面与

键盘的对应关系；在习惯层面，注意弹奏的姿势与手型、建

立边弹边唱的习惯；在技术层面，要在正确科学弹奏观的指

导下，获得良好的手臂重量、手指支撑及转移能力，为弹奏

作品做好技术的铺垫与支持。在情感层面，带领学生去感受

音乐、感受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第二学期，是《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

两门课整合的关键。随着学生识谱及连音弹奏能力的提升，

在知识层面，在教会简谱、五线谱两种谱面视唱学习的基础

上，了解两种谱面的特点。如五线谱是用固定调的视唱方法，

它可以是什么，弹什么，唱什么。这种谱面虽然只需照谱弹，

但它不容易移调；简谱是用首调的视唱方法，弹时需根据调

式调性来确立键盘的位置，这种谱面是可以用来移调的；在

习惯层面，坚持视唱，坚持边弹边唱；在技术层面，要夯实

重量感觉、手指的支撑及转移的能力；在技能层面，以调式

为轴，将五线谱中的知识应用到简谱中，然后再进行简易的

创编。如在训练某大调时，先找到某大调五线谱的作品，教

会学生识别分析调式、和弦、曲式的方法；明晰旋律与和弦

之间的关系；了解音型与音乐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待弹熟

该作品后，将五线谱中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应用到同一个调的

简谱作品中，在实现了能力转化的同时，提升了键盘的应用

能力，初步为即兴伴奏奠定了基础。在情感层面，引导学生

欣赏与鉴赏音乐，为更好地表达音乐奠定基础。

（3）第三学期，完成《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

两门课整合的最后阶段。在知识层面，仍从调式上下功夫，

让学生掌握移调的原理；在技术层面，继续巩固和提高几种

钢琴弹奏的基本技巧；在技能层面，加强两种视唱方法的切

换，加强五线谱与简谱作品的整合，使学生轻松地把五线谱

中的学到的技能应用到简谱当中；在情感层面，提升学生的

审美取向及审美能力。

（4）第四学期，《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顺利

衔接成功。在知识层面，学生已掌握了《钢琴基础》与《钢

琴即兴伴奏》这两门课所涉及的弹奏原理、视唱原理、乐理、

基本和声、常用音型及键盘移调的思路；在技术层面，学生

已掌握了常用的钢琴弹奏的方法，能够驾驭一定难度的作品；

在技能层面，学生可以轻松实现由照谱弹→自由编配弹唱创

编的过程，具备了灵活应用键盘的能力；在情感层面，学生

可以自如的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利用键盘表达出来，提升了

学生的审美体验及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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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于学前教育专业零基础的学生。想在有限

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灵活的键盘操作应用能力，我们必须用

“大钢琴”的教学思路使《钢琴基础》与《钢琴即兴伴奏》

两门课实现整合。通过整合，它可以在重视弹奏技术培养的

同时有效避免重复授课的现象；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两

种谱面，获取其视唱方法及应用方法，可以在节约学生学习

的时间成本的同时提升课堂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是拥有应用

键盘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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