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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孩子学弹钢琴，已成了全国的一大文化奇观。人们的这种选择，更重要的

是因为学琴能够锻炼脑力并进一步开发观察力、听觉力、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为陶

冶情操、提高审美力的重要手段。在这种高目标、高期望的背景上，就促使参与其中的很多

老师认真思考在教学中如何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如何通过自己的教学来开掘每个学生的智

力潜能。  

 

  突破传统的钢琴教学模式,以期在课堂中更大程度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地位,是适应新

的教育教学目标的必然之举;培养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学生的演奏技能、水平和

发展学生的全面索质,是钢琴教学中的新要求和新课题。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人的大脑都是相同的，但由于某些外部条件、遗传基因、病理因素

的影响，人的机体的某些解剖学生理特点又不完全相同。例如，感觉器官、运动器官、神经

系统、大脑机能等，都会有种种差异，从而造成有的人敏感、迅捷，有的人迟钝缓慢；有的

人办事精确，有的人行为粗疏。这些生理的、性格的、心理的客观存在，具有遗传性和相对

稳定性，它是人的主体物质基础。钢琴教师面对不同的学生，必须首先从生理科学的角度出

发，全面分析学生的这种“主体物质基础”，从第一堂课开始，就应认真观察并逐步把握他

们的一些“与生俱来”或者也可以说是自然赋予的这些特点和基础，作到“因材施教”，可

现实中有些老师很少考虑这类问题。在他们看来，教琴不过是让学生练出一双灵活的手指，

掌握技巧，学会乐曲而已，老师教，学生学，不存在什么特殊性和个别性。有的老师还以让

学生一味地模仿自己作为基本教学方式，不断重复“这样弹，像我这样弹”这类无针对性的

话，这等于是用自己经验式的感觉和粗疏的体会去误导学生。其结果必然会在客观上限制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有一些老师，为了赶进度，求多贪快，根本忘记了学

生的具体条件和音乐方面的基本要求，而是不断地布置新的音阶和练习曲，使其大脑、手指

等机械而被动地处于“无穷动”的疲劳状态中。时间一长，即使音乐天赋较好的学生，也会

被这种教学方法所桎梏，甚至被这种完全主观的教法“框死”。可注意学生特殊条件的老师

则总是把自己当成学生智能的开掘者。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个学生及每一堂课、每一遍弹奏,

启发、诱导、挖掘他们自身的音乐感觉和理解能力。如此持之以恒，不同的学生潜能终究会

发挥出来，并使学习和演奏在原有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应该说，这才是钢琴教学的理想结果。  

  就学生方面来讲，他们的弹奏本身，实际上是在大脑组织的制约下，所构成的观察、模

仿、记忆、想象以及各种生理、心理能力间的组合。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个性倾向都会明显

表露出来，音乐活动中的任何表演，都会在这一物质的母体中，直接或间接被支配，达到或

超过自己的潜能，反映出个性的内在依据。有责任感而又精细的老师，对于音乐作品在艺术

再现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非常重视，一方面向学生提出演奏作品的一系列技术要求，另一方

面则不断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体验把个性灌注到特定的作品当中，

这就充分发挥了老师在音乐作品与演奏者之间的纽带和杠杆作用。演奏实践是教师指导、开

掘学生潜能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学生经过充分的练习，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并能背谱之后，

就应该充满信心地去登台表演。这时候，老师要尽量鼓励学生珍惜这“只能弹一遍”的难得

机会。让他们完整而又酣畅淋漓地表现自己和音乐之间的高度融和。也要让他们明白，这不

仅仅是简单的锻炼参与或紧张放松的问题。在成就一个钢琴人材的过程中，每一次的考试、

比赛、考级、音乐会、录音等等，实际上是一次个体生命内在精神的感知，是人生阅历的体



验与洞察力的提高，也是演奏者自己审美驾驭能力的不继增强和艺术空间的扩展。还应该特

别强调的是，教师在钢琴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及对学生潜能的挖掘，必须要有持久的韧性，

而不能操之过急。  

  基础知识的完善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外部事物的感受能力的强弱和情趣品味的高低，更直

接影响到成长过程中音乐审美的驾驭能力。也只有重视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与积累才能成为一

名音乐人而不是音乐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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