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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高师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缺少“童子功”、进入青少年阶段以后才开始学习

钢琴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学习钢琴的生理条件并不是很具优势,但在心理认知能力方面却较

强,学习效果易产生正迁移,善于理性分析并具有较强的音乐审美能力。教师可根据这些特点

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调适,以增强教学效果。  

    近年来,随着高师音乐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其中,

不乏有自小学习钢琴的学生,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上高中以后才进入音乐班学习。这些

学生的资质良莠不齐,有的缺乏起码的音乐素质,而有的却有较好的音乐天赋,只是起步太迟。

对此,必须要充分了解这部分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才能进一步设计相应的教学计划。由此,

本文主要探讨那些高师学生中缺少“童子功”、进入高中以后才开始学习钢琴的学生学习钢

琴的生理及心理认知特征。  

    

  一、高师学生钢琴学习的生理特征  

    

  在探讨高师学生钢琴学习的心理特征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这个年龄段学生的生理特征。

大学生进校的年龄一般在 18 岁左右,刚从少年期跨入青年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生理和智力

发育日趋成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能力和习惯业已形成。由于钢琴演奏技巧性很强,需要较强

的动手能力,这门课程的学习也呈现出很大的特殊性,生理特点与学习效果关系紧密。  

  低年级大学生的机体发育成熟,演奏的先天生理条件已定型。与演奏相关的生理部位主

要有手部、耳以及记忆等等。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手部条件:手的大小,手指的长短、粗细,

肌肉与关节的柔韧性、协调性等等。手部的先天生理条件好坏直接影响了人与键盘的契合度。

先天条件的不足,将会形成演奏者在演奏时的障碍,甚至无法逾越。由于高师教育的培养目标

主要是教学人才,遴选生源时并没有更多的注重学生手部生理条件。高师学生的手部生理条

件参差不齐,具有较好的演奏条件的较少,部分学生甚至有着明显的不足,不是手太小就是手

指缺乏柔韧性、协调性,而这些方面与学生学习钢琴的一些技术指标有着直接联系,主要表征

为:  

  1.力量性较好——力度  

  如前所述,高师学生进校时已成年,一般学生都具有健康的体魄,骨骼发育成熟,一般的学

生手部力量都较大。这是较之儿童学琴的优势。但是,没有经过系统化训练的手指仍然缺乏

独立性,力量在单个手指演奏时并不能体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手指的独立性训练显得尤为

重要。当然,在不违背生理常识的条件下,可以适当地加大手指训练强度,科学的安排学习时间

和频率,尽可能的缩短独立性训练的周期,为其他技能技巧的学习打好基础。  

    

  2.灵活性欠缺——速度  

  虽然高师学生手部力量较强,但骨骼的定型也导致手指不够灵活。这样,多数学生的弹奏

速度上不去,这方面能力较之儿童学琴更弱。那么,在手指独立性解决较好的基础上,要在触键

的速度训练上下功夫。笔者在教学中发现,虽然发声的颗粒感和跑动速度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但是学生往往对此并不是很清晰。究其原因,亦是高师学生的生理心理原因所致。这个年龄

段学生的模仿能力较少儿时期有所下降。针对高师学生认知能力较强的特点,有必要将触键

过程进行分解讲授,使学生明白与发声相关的物理过程,目的明确地进行手指控制练习。  

  3.柔韧性不够——音色  



  钢琴演奏需要极其丰富的音色变化,而高师学生中,有的手部骨骼的硬度较强,演奏时声

音过于坚硬;也有部分学生手指过于柔软,演奏时声音缺乏穿透力,在处理音色时往往有力不

从心的感觉。  

    

  总体来说,高师学生学习钢琴的生理条件方面显得有些先天不足。然而,在教学中,我们常

常又是采用一种规范化教学模式,尤其是对条件稍好一点的学生,将其选拔为钢琴主修专业学

生,教学形式尽量向表演专业水准靠拢。但不得不承认,二者在生理条件和学习背景方面确实

有一定区别。如此,就产生了拔高程度、降低演奏要求的一系列现象。演奏效果达不到心理

的预设标准,学生的求知欲望与动手能力之间从而产生矛盾,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  

    

  二、高师学生钢琴学习的心理认知特征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普通高中学习的高师学生在心理认知能力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

这里的心理认知能力主要指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的能力,学生已具备的知识水平基础,学习

方法的掌握与运用,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等等。高师学生普遍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接受能力强,

能够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迅速掌握新的知识与技能。在钢琴学习方面主要表现为:学习效果

易产生正迁移,善于理性分析和较强的音乐审美能力。这些因素也是直接指向钢琴技能学习

的某些指标。掌握了这些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某些学生在生理条

件方面的欠缺,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学习效果易产生正迁移——左右手及声部的配合  

  迁移是学习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指一种情境中技能、知识和理解的获得或态度的形

成对另一种情境中的技能、知识和理解的获得或态度的形成的影响。产生积极影响的为正迁

移,产生消极影响的称作负迁移。①高师学生的学琴过程中,常常会发生此类现象:左右手之间

或是各个声部之间的弹奏相互影响。对此,教师合理加以引导,可以有效地减除学习中的负迁

移因素,提高正迁移效果。譬如,在复调作品的学习中,根据学生个人而异,谨慎地处理双手和各

声部之间的学习顺序,使其产生积极的正迁移作用,将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二)善于理性分析——音乐记忆及理解能力  

  高师学生经过高中阶段的高强度学习,自身已经具备较好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进入

大学后,师范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又十分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再通过一些

专业理论基础课如乐理、和声、曲式、音乐创作等课程的学习,其音乐分析能力在逐年提高。

在背谱方面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随着学生学习时间的增长,逐渐由机械记忆转为理解记忆。因

而,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进行作品分析,使学生由被动学习、机械记忆变为主动学习、

理解记忆。  

  (三)音乐审美能力强——作品风格的把握  

  音乐审美能力包括了音乐感觉和知觉、音乐记忆和音乐想象、音乐动作和智慧、音乐表

现等多种能力。它是一种在特殊情感体验状态下,体现在音乐审美创造性认知能力或敏感性

方面的特殊的音乐能力。②多年的学校教育和生活经历使高师学生有一定的人文素质基础,

具备较强的音乐审美能力,已产生自我的音乐审美标准,有一定的音乐审美理想,并有着明显

的音乐审美偏好。再通过音乐赏析、音乐史、音乐美学等课程的学习,不乏能力突出的学生

在作品的音乐风格处理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就音乐音响自身的美学特征而言,由于它

的非语义性属性,音乐理解具有多解性和不确定性。③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持一种尊重学生

的态度,而有意识地帮助学生提高音乐审美的能力。  

    



  三、高师钢琴教学的调适  

    

  掌握了以上高师学生学习钢琴的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特征,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有的放矢

的进行一些调适:  

  首先,针对个体的生理条件差异,扬长避短,防止学习焦虑。教师对学生的生理条件和能力

差异要有科学的评价,及时调整学习的长、短期目标。尤其在作品的难易程度上一定要把好

关,务必使学生的技术水平能够胜任作品的演奏,否则易使学生自尊心受到损伤、丧失自信心,

产生自卑感或失败感等不良的焦虑情绪。  

  其次,发挥心理认知优势,加强音乐审美心理的培养。高师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较强,不过

这只是音乐审美心理的一部分。良好的音乐审美心理固然离不开音乐感知觉、音乐想象、音

乐记忆、情感反应等一系列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还应端正音乐审美态度,提高音乐审美趣味。

具体措施方面,教师可以将钢琴教学与视唱练耳、和声、作品分析、音乐史等理论课程联系

起来,进行一种综合音乐感的培养。④  

  另外,还可以适当地刺激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之一,正确且适度的

学习动机能有效地加强学习效果。钢琴学习是一个枯燥而又持久的过程,教师尤应注重培养

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大学生活是学生生涯最重要的分水岭,刚跨入大学校园的高师学生,

面临的刺激是新鲜而又丰富的,兴趣指向往往广泛而不够专一。高考阶段所产生的强烈的学

习动机减弱,学习兴趣有所下降。学习动机过弱,会使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可以从多方

面对学习动机进行刺激。如增加表演和比赛的实践机会,学生为了获得教师、旁人的认可与

表扬而奋斗,产生强烈的外部动机;还有更高层次的动机,即为了获得知识技艺而努力刻苦学

习,这是指向学习任务本身的内部动机,来自于学习者自身的认知内驱力,稳定而又持久。教师

宜多采取各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还可以利用学习结果的反馈作用,引导学生正确归因,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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