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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而我国教育不断深入改革，钢琴教学也就此摒弃以往传统教

学模式，开展新型体验式教学模式，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

生体验的方式来提升整体教学质量。本文阐述了钢琴教学现状及体验式
教学的作用，并提出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构建策略，以期帮助高校教师培

养出更多优秀钢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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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高校教育重点强调培养学生全面发展，钢琴教学的

有效开展则可以培养出学生的审美能力、综合素质与情感意蕴。
因此，高校钢琴教学模式中引入体验式教学来培养学生弹奏技巧
及知识技能，以此让学生能够在作品中更好的抒发个人情感，从
而提升艺术修养。 

一、高校钢琴教学现状 
2000 后，我国高校逐渐开始兴起钢琴教学热潮，并纷纷开

设钢琴专业课，而且孕育出许多优秀的钢琴师生，以此提升我国
钢琴专业整体水平。但随着钢琴专业普及教育，很多高校在开展
钢琴教学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学问题，以往传统式教学方法已
经不能够吸引学生来深入学习，且教学理念与时代发展严重脱
节，无法为社会提供当前人才市场中所需的钢琴人才。此外，每
个高校中的钢琴教师专业能力也有所区别，从而导致学生学习水
平受到严重影响。如果高校不能够及时解决当前存在的教学问
题，将会严重影响整体钢琴教学水平，无法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
趣，长期下来我国整体钢琴人才平均水平将会逐步降低。 

二、高校钢琴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作用 
（一）有利于学生提高弹奏水平 
高校在开展钢琴体验式教学过程中，应将培养学生演奏能力

作为基本教学目标，然后深入培养学生整体音乐素养，在学生学
习难度较高的钢琴曲目时，本身需要强大的钢琴技巧，学生很难
发挥出曲目原有的音律。因此，教师可通过体验式教学来帮助学
生提高钢琴演奏能力，通过日常反复训练来提升自身演奏水平。
以往钢琴教学模式过于忽视培养学生演奏技巧与演奏情感发挥，
但教师在应用体验式教学后，学生能够将自身情感充分与演奏技
巧相结合，并形成良好的艺术氛围，教师可以更好的开展钢琴教
学。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以往教师在开展钢琴教学时，过于注重向学生灌输理论知

识，这种教学模式对现代学生来说已经极为不适。而教师应用体
验式教学模式后，将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教师在其中扮演者引
导者的角色，充分发挥出教师应有的职责，并以体验式教学中所
提倡的教学方式来开展教学活动，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学习自信心。此外，钢琴教师在利用体验式教学过程中，
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来向学生呈现更为生动的演奏视频，让学生
通过视觉与听觉来进一步认知钢琴艺术，并将学生自身实践能力
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由此形成一个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 

（三）有利于促进钢琴教学效率 
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有效开展不仅需要教师转变现有教学模

式，还需要教师及时补充并完善现有教材内容，让学生能够通过
易懂的教材能容来充分了解钢琴知识。例如教师在教授学生钢琴
演奏技巧时，可以通过多媒体中广泛的教学资源来培养学生音乐
鉴赏能力，以此拓展教学方式。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钢琴教师
需要不断拓展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不仅需要传授学生音乐
作品中的内涵与情感，还需要提升学生的整体弹奏技巧，让学生
充分理解所学的音乐作品。因此，高校钢琴教师应积极转变现有
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以此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钢琴人才。 

三、高校钢琴体验式教学模式的构建策略 
（一）转变教师教学理念 
高校钢琴开展体验式教学，需要钢琴教师能够制定合理的教

学计划、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摒弃传统教学理念、教学模式，
并选择与学生当前发展相符的钢琴曲目进行教学。其次，钢琴教
师需要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不同风格的钢琴作品，让学生通过尝试
来感受不同作品情感，以此提升钢琴弹奏水平，并且能够在脱离
教师的环境中自主学习且能够深入理解作品含义。总而言之，高
校开展钢琴教学时，需要教师传授学生不同曲风的钢琴作品，让
教学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需要传授
学生弹奏技巧，更要要求学生能够充分理解钢琴理论知识，奠定
良好基础，并采取相应教学方法来深入挖掘学生学习潜力，让学
生能够在良好的学习氛围内提高自己的弹奏能力。 

（二）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教师在钢琴教学中应用体验式教学需要钢琴教师摒弃传统

教学模式，并消除以往教学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用新型教
学模式来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学习兴趣，并将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作为重点教学工作。其次，教师如若想要改善当前学生学
习情况，首先需要改善学生的学习思维，让学生能够在先进的教
学模式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其次，钢琴教师应培养学生自主
思考能力，让学生能够在弹奏过程中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指出，
以此不断提升钢琴弹奏水平。同时，钢琴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到钢琴活动之中，通过与其它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来完善自身
所存在的不足，并开拓学生的眼界，让学生能够体验到更多的钢
琴作品，以此来培养学生音乐鉴赏能力。 

（三）培养学生弹奏风格 
体验式教学的有效应用需要教师来改革现有教学方式，将培

养学生钢琴弹奏能力作为重点教学目标。例如钢琴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可通过作品背景、人物思想、情感动态对学生进行深入分
析，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其作品含义，并在弹奏过程中发挥出自
身情感，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弹奏能力。教师还可以通过训练学生
弹奏不同曲风的作品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并提升音乐审美能力。
此外，教师在开展体验式教学过程中，还需与学生及时进行交流
互动，明确学生当前学习需求，并根据学生学习能力来因材施教，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具有体验感，并以此来明确自身学习方向，
以此形成个人弹奏风格。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开展钢琴体验式教学，首先需要教师转变现

有教学理念，并积极培养学生音乐创新能力。其次，教师还应积
极开展教学活动，以此来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学生学习生活，在
不同风格的作品当中来体验其中的含义，并形成自己的弹奏风
格。因此，钢琴教师应在体验式教学模式中积极培养学生音乐素
养，让学生能够具备更强的钢琴演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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