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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在钢琴教学过程中，如何让钢琴演奏者充分把握钢琴作品创作者的创作感情，

从而激发演奏热情，更好地表现情感呢？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巧设艺术情境、激

发学习情趣、点燃情感火花应该是成功的钢琴教学需要注意的三个要素。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艺术，有其独特的审美本质。在钢琴教学过程中，

我们经常发现有些学生演奏作品时，手指的技术很好，对于一些跑动性的音阶、琶音、大和

弦等各种技巧性的东西都能弹奏的非常准确，颗粒性强，且曲调流畅，但是听起来就是觉得

平淡无味，毫无感染力，一点音乐美感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缺乏音乐情感的表

现，因为他们缺乏对作品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上所激发的演奏热情。 

  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认为在钢琴教学中巧设艺术情境、激发学习情趣、点燃情感火

花应该是成功的钢琴教学需要注意的三个要素。 

    

  一、巧设艺术情境 

    

  所谓“情境”，就是运用语言、实物、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创设生动真实的情境，激发

积极的情感，对学生进行个性的陶冶和人格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自主精神和合作精神，培养

学生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在我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乐记》就已经提出“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因此要想让学生在一种高潮的激动的情绪推动下开始感受，思考和

体验，教师就应依据钢琴审美教育的目标和学生的生理、心理特征，自觉地运用审美因素，

按照钢琴教学的审美规律精心地创设审美情境，保证钢琴教学得以成功和优化。巧设钢琴教

学情境，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心境，唤起学生对钢琴审美的注意，而当学生进入一种特

殊环境面对特定的审美对象，耳闻目睹全是美的形象及充满新奇的事物，新鲜感便会油然而

生，注意力全部集中于眼前的景象。例如，教学时，采用一些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制作 FLASH

动画，布置一些新颖的场景等。作为教师本身,则要注重自己的衣着行止，宗旨是使学生感

到新鲜、轻松、和谐和愉快,使其产生良好的钢琴审美心境。  

  巧设钢琴教学情境，用于钢琴教学的起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可起到愉悦审美环境，唤起

审美注意，激发审美渴望；而用于教学内容之中，则会使原有的审美要素，更加丰富多彩，

达到最佳的宜人、感人、化人的审美效应。  

    

  二、激发学习情趣  

    

  情趣”是钢琴教学“情趣化”“愉悦化”的重要形式。钢琴教学与一般的教学有所不同，

它要求学生在较短时间里摄取、加工、储存大量的音乐信息，并掌握一定的钢琴演奏技能，

这对学生的智力活动、学习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钢琴教学历来采取“一对一”“填

鸭式”的办法来解决“时间短”、“信息量大”与“演奏技能难”之间的矛盾，而这种授课的

基本形式是老师说，学生弹；老师示范，学生模仿。这是一种教师始终处于主动、学生始终

处于被动的教学方式。课堂氛围相对沉闷，难以形成愉悦的教学情绪，教学效果较差。在钢

琴教学中，师生们常被抽象的钢琴知识和枯燥的技能训练所困扰。教学总是在一种机械的训

练中反复，久而久之，学生常常会因此丧失了对钢琴的兴趣，甚至产生厌烦钢琴的心理。 

  钢琴教学的情趣性，是审美教育发生情感体验和优化效应的心理机制，就是要变单调为



丰富多彩，变刻板为生动活泼，变机械为愉快灵活。这种情趣化的教学方法，不仅给学生带

来了极大的快乐，而且还会使他们对钢琴发生浓厚的兴趣。例如，在钢琴教学中,可时常采

取讨论式的集体课方式，这无疑是对“一对一”个别课的补充。这种课堂讨论可以用多种形

式、多种内容进行：或可以让学生互相观摩、互相评议；或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就钢琴学

习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它的优越之处在于，课堂情绪气氛愉快，形式活泼，内容丰富，视

角广阔。学生可以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谈自己的看法，还可以通过口头发言把自己平时的感

悟体会总结成理性认识，更理智地指导练琴。  

  总之，这种宽松活泼的授课形式，一方面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深入了解，由了解而相

互密切配合，教学相长，共同切磋；另一方面，则让学生的学习形成一种由实践到理论，再

从理论到创新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 

 

 

    三、点燃情感火花  

    

  情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 所谓“情感”，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的心理活动，是人

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它需要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及语音语调等方式来表达。

钢琴教学的情感同样也需要用一些方式来表达、传递。  

  教学与情感的相互关联是客观存在的。寓理于情，情自理出，情理结合，是教学的基本

要求。正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克默林所指出的：“情感的因素是道德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基

础,同样也是艺术教育的基础。”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情绪愉快时，

思维灵活、记忆迅速，头脑显得特别清醒。而当我们情绪不好时，思维迟钝、记忆困难，头

脑似乎混浊不清，可见钢琴教学中情感的重要性。于润洋曾指出：“在声音和人类情感之间，

存在着极大形式上的差别性。前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后者是一种心理现象。但是，音响结

构之所以能够表达特定的情感，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相似点。

那就是这二者都是在时间中展示和发展，在速度、力度、色调上具有丰富变化的、极富于动

力性的过程。这个极其重要的相似点正是这二者之间能以沟通的桥梁。”正因如此，声音就

成了情感的载体，即：将现实存在的现象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情感转移到声音这一物质材料上

去。所以说，钢琴是一种情感艺术，钢琴的本质在于对情感的体验与反映。  

  如何点燃学生的情感火花，激发学生的情感需求呢？这里面还须讲究一定的方法与技巧。

首先，可以通过“形象比喻”来点燃学生的情感。大家都知道，学生在初学钢琴时，因为手

的能力不强，对声音的概念和意识都不太清楚，弹奏中用力不均匀、不集中、声音或“虚”

或“硬”，不能使声音发到“点”上，弹出亮丽圆润的声音。这时如果教师只是简单地说:

“要均匀”、“轻一点”、“重一些”，学生是不能很好地领会其含义，也不会有一个明确声音

好坏的标准。这时教师就应该向学生讲解清楚钢琴发音的原理；讲解清楚身体和手、腕、肩、

肘等在弹奏时所起的作用；讲解清楚如何倾听辨别声音的质量；讲解清楚怎样才能发出“大

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效果。就可以让学生联想到明亮闪光、圆润饱满的颗颗珍珠，让学生

把力量通向手指尖，快速下键弹在“点”上发出像珍珠一样晶莹闪光、灿烂透明的声音。通

过这样一个形象比喻，学生对声音的概念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其次，可以通过乐曲的背景知识来点燃学生的情感。例如钢琴协奏曲《黄河大合唱》，

先向学生介绍这是由冼星海作曲、诗人光未然作词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以黄河为背景，热

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

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

放的战斗警号——“为抗战发出怒吼”，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通过这些

背景知识的介绍，让学生在演奏之前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从而点燃他们的激情，更有兴致



地学习。  

  第三，可以通过教师完整的示范性演奏来点燃学生的情感。古今中外的钢琴作品无不是

创作者、表演者、欣赏者情感交汇的中心，人们在创作钢琴、表演钢琴、欣赏钢琴的过程中

进行着心灵的撞击，品味着人生的情感。通过教师完整的示范性演奏，学生沉浸、陶醉在饱

含情感的钢琴中，自己的情感受到洗涤、陶冶，这样也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情感。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钢琴教师，巧设一个良好的艺术教育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情趣；

点燃学生的情感火花应成为钢琴教学的三个要素，惟其如此，钢琴教学才能收到“琴情并茂”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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