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歌剧音乐剧专业钢琴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一、教学目标方面 

  教学目标的树立是课程构建的首要环节，教学目标一旦树立之后，所有的教学活动都要

围绕着该目标来进行。具体来说，该专业钢琴教学的目标，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共性特点。

即通过科学系统的钢琴学习。使学生具有一定的钢琴理论知识和演奏技能。另一个是个性特

点。作为一门非专业课程，该专业的钢琴教学，要体现出对专业的帮助性，即通过对钢琴的

学习。可以让学生在专业方面获得怎样的提高。如通过钢琴伴奏的学习，可以让学生伴奏的

听辨能力和演奏能力获得提高。从而更好进行歌剧和音乐剧的表演。又如通过自弹自唱的学

习，能够更好的进行歌唱练习等等。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要对这两个特点进行兼顾。既不

能违背一般钢琴教学的规律。也不能置专业的特点而不顾。而是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最终

实现两个目标的双双实现。 

  二、教学内容方面 

  作为歌剧音乐剧专业的钢琴教学来说。其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具有较高演奏水平的专业钢

琴人才。而是通过对钢琴的学习。既能够获得一般的钢琴欣赏和演奏能力。又能够使专业学

习得到有机的补充和推动。所以应该对现有的教训内容进行适当调整。首先，应该重视基础

练习。该专业学生的钢琴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从教学目标方面来说，对于基础的夯实和强化

是十分必要的。不管学生今后从事何种和音乐相关的工作。都需要以扎实的钢琴演奏基础作

为支撑。其次，应该的适当增加一些歌曲类的钢琴曲目。对于该专业的学生来说，一些声部

过于复杂、旋律过于抽象的曲目，难免会让他们感到枯燥和厌烦。因此适当加入一些歌曲类

的钢琴曲目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学生对歌曲更加熟悉，又因为自己的专业特性使然，所以对

这些旋律有一种亲近感，从而减轻了之前对钢琴的抵触感。如《沂蒙山小调》、《黄水谣》等

中国作品，《我亲爱的爸爸》、《女人善变》等外国作品，都是学生们十分熟悉的旋律，将这

些钢琴改编曲应用于教学中，不但满足了正常的教学需要，而且还让学生学习积极性得到了

充分激发。最后，要侧重对学生伴奏能力培养。歌剧和音乐剧的表演中，很多时候都是采用

钢琴作为伴奏形式的。这就对学生的听辨能力和伴奏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作为听辨来说。

一方面通过学习钢琴伴奏的理论知识，能够清晰准确的听辨出伴奏中的节奏、力度、情绪等

音乐因素，将自己的表演和伴奏有机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歌剧音乐剧专业的毕业生，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专业的表演人才，而是很有可能从事与歌剧音乐剧相关的工作，从一

点上来说。钢琴伴奏就是成为了一项必备的实用技能。为学生的顺利就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

础。 

  三、教学模式方面 

  鉴于该专业对钢琴理论研究和演奏能力的实际需要。钢琴教学在模式上也应该体现出自

身的特点。综合而言，笔者认为小组教学模式是一种比较适宜该专业的教学模式。首先，该

专业学生的钢琴基础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初级阶段的一些共性问题，完全可以采用小组集体

的形式解决。其次，自从高校扩展以来，学生和师资数量的矛盾日益突出，通过采用小组授

课的形式。能够有效提高教师资源的利用率，从而使教学效果得到合理的保障。再次。通过

小组教学。能够营造出一个竞争和合作的氛围，这对于该专业在表演上所具有的协作性特征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小组模式尤其适用于该专业中。具体说来。首先是小组的划分，或

依据学生的基础水平，或依据学生的个性特点等。对小组进行有机的划分，力求为每一个学

生都创设出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集体。其次是要注重因材施教和因势利导。小组课是集体授

课形式的缩小。一对一授课模式的扩大。集中了这两种教学模式的优点。而因材施教和因势

利导就是这两种形式优点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和性格特点的认真观察，为每一



个学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力求将他们的内在潜力全部激发出来。最后是注重对学

生合作意识和能力培养，歌剧和音乐剧本身就是一门合作的艺术。对学生的合作能力有着较

高的要求。教师可以适当安排一些四手联弹、旋律接龙等内容，在小组之间展开比赛，不但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还使他们的合作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四、教学方法方面 

  音乐专业的钢琴教学中。还是延续着之前的旧方法。教师讲解曲目并示范，学生课下练

习。下次回课时教师对其课下练习成果进行检验。而歌剧音乐剧专业的个性特点决定了其不

能沿用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而是重在一种音乐感悟和理解的获得。要求教师采用灵活多变

的教学方法。比如对话式教学法。这是近年来受到充分肯定的一种教学方法。其主张在一个

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对某一个话题，展开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讨论。这种教学方法尤其

适用于该专业的钢琴教学。比如针对某一首作品的鉴赏。待教师演奏完毕之后。教师先不急

于说出乐曲所主要表现的情感和内涵，而是请学生们畅所欲言。发表他们对乐曲的理解。他

们的每一句看法都会得到教师的充分关注。都会得到教师的充分肯定。只有当学生的理解和

感受特别极端的时候，教师再予以引导和纠正。同时，每一个学生发表自己的感受时，其他

的学生作为一个聆听者，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满足了技能学习的要求，又能让学生艺术

视野得到充分的开阔。所以说，要对之前的教学方法进行彻底的革新。使之真正适应歌剧音

乐剧专业的教学需要。 

  五、教学评价方面 

  因为该专业的钢琴教学。并不是要求学生对某几部作品的演奏要达何种程度。而是重在

基础能力培养，所以评价方式就应该灵活多样化。而不是一般音乐专业中，期末考试“一曲

定终身”的形式。具体来说，可以采用模块式的评价方式。即考核内容是由多个方面一起组

成的。包含基本曲目的演奏、钢琴伴奏的演奏、钢琴理论和艺术实践等多个部分。每一个部

分别占一定的比例。而每一个模块中的考核内容也是十分灵活的，如钢琴理论的测试中。就

可以让学生自由的选择对某一作品的分析。阐明作品的技术特点和风格追求等。在钢琴伴奏

中，可以在距离考核之前很长时间前。就为学生布置一首曲目，在临近考试前两天。再布置

一首曲目。对学生的日常练习和应急能力进行全面考察。考试不是目的。而是在有效督促学

生的学习，并让教师对教学的实际情况有全面的认知和了解，并有目的性的对教学进行调整，

以获得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综上所述。有何种专业特点。就需要有何种教学特点与之相适应，作为歌剧音乐剧专业

来说。其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征。需要在钢琴教学中有所体现。通过对钢琴教学内容和调整

和侧重。使之和专业本身有机的联系起来。这就需要负责该专业教学的教师。对专业特点有

清晰和本质的了解，制定出合理的教学方案和计划，让钢琴学习和专业学习互为补充。相得

益彰，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