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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新思想,传统钢琴教学不满足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和学龄前幼儿学琴的现状,为了提高

教学效率、促进创新和趣味性,学前教育学生则采用钢琴集体课进行教学,便于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学龄

儿童采用钢琴集体课教学更促进幼儿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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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and new ideas, the traditional piano teaching can not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s piano learn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efficiency, promote innovation and interest,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use collective piano 

courses for teaching,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mastery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use of collective piano teaching 

for school-age children can promote children's ability to feel beauty, discover beauty and create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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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社会时代下,职

业教育的前景越发的广阔与清晰,职业

教育的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教育

部支持鼓励职业教育发展,大力加强教

育与就业之间的连带关系,为培养专业

性技能性人才调整了方向,既严抓教育

质量,也狠抓教育效益,使专业技术性人

才毕业后,能顺利走上与专业对口的工

作岗位。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既可以实

行双向选择和自主择业,也可以深入高

等学校继续深造。其中,中职学校的幼儿

保育专业学制为三年,师范类学校即

“3+2”学前教育专业的高职高专学制为

五年,学生毕业时可参加全国统一的教

师资格证和教师编的考试,考上后顺利

进入专业对口的幼儿园工作。[1] 

1 中职学校的钢琴教学现状

分析 

中等职业学校幼儿艺术专业培养的

对象是未来的学前教育教师和幼儿园教

师,钢琴作为中职幼儿艺术专业的一门

重要基础课,它的教育无疑是至关重要

的,幼儿保育专业的学生主要来源于各

学校的初中毕业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人在入校之前都不会弹钢琴,或者仅受

过一些不规范且短期的训练,一般情况

下,钢琴课程开设三年时间,想要在短期

时间内培养出上岗快、能力强、深受用

人单位欢迎的人才,是幼儿保育和学前

教育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其中钢琴集体

课是幼儿专业学生必修的技能。传统的

钢琴教学则采取“一对一”个别授课的

教学方法,但在钢琴教育飞速发展的今

天,钢琴师资严重短缺,在幼儿保育专业

的中职阶段中,钢琴开展集体课教学成

为一种必然趋势,学生普遍零基础,所以

需要初学者刚开始按照传统钢琴教学法

则和程序,进行学习识谱弹奏,这个过程

要慢而精细,为了更好的让学生打好基

础、掌握扎实的基本功,才能为将来弹奏

幼儿歌曲做好铺垫。但传统的钢琴教学

任务繁重、枯燥且不易理解,学生普遍不

想学不想练,这就需要教师必须要更新

教学观念和方式方法,提高效率,尽量简

化学习过程中不易懂的环节,寻找新的、

更适合学生理解和掌握并易于吸收的教

学手段、教学模式和改革课堂课程结构

等。学前教育将以实现“为儿童健康、幸

福成长实施快乐的启蒙教育”为目标,

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加强理论和实践的

的综合应用与研究。由于幼师专业的钢

琴集体课教学并不是培养钢琴专业和演

奏人才的,而是要求学生在短时期内掌

握钢琴的基本演奏方法和技能,并根据

幼儿师范专业培养目标的实际需要出发,

突出幼师专业的目的性、专业性和实用

性,从而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基础素养

和从事幼儿园教学的实际能力,并且能

够适应今后在幼儿园教学工作中的自弹

自唱实践应用等能力。 

2 新时代形式下的钢琴集体课

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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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集体钢琴教学模式中,要不断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独奏

和弹唱能力。但是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普遍认谱差,不识谱,这就需要先让学生

进行乐理和视唱、听音等理论的讲解和

学习,通过这一学期的理论学习,学生掌

握了节奏、音符、节拍等音乐基础知识

理论,接下来通过进行手指训练,增强学

生的钢琴弹奏能力,提高学生在弹奏中

左右手的配合协调性,增强弹琴的规范

性；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指导与训练,

加强学生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表达性,

进行在演奏音乐的过程中,能够清楚的

弹奏和表达出音乐的情感与律动,这为

更好的激发学生的学琴兴趣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2]。通过课堂中的集体教学与一

对一授课,切实使学生掌握了钢琴的基

本弹奏方式与方法,为最后学习幼儿歌

曲弹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对儿

童、青少年还是成人学琴来说,采用集体

课方式进入钢琴入门教学,在国内外都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认可,在我国钢琴

教学中,钢琴集体课的优越性也正在被

琴童、家长和学前教育幼师生所认识和

了解,钢琴集体课教学能不断加强学生

的集体意识,在钢琴学习中促进竞争,从

而不断增强学生的上进心与学习钢琴的

自觉性；再次,在钢琴集体课的课堂中每

一位学生的回课都可以成为一次舞台实

践表演的机会,其中一名学生的演奏可

以引导大家认真聆听,找出存在的问题,

大家互相讨论、取长补短,这样就可以不

断了解学生的钢琴学习和练习的整体掌

握情况,同时也促进了同学们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幼儿歌曲弹唱培养的是学生

作为幼儿园教师所必备的专业基本技能,

掌握了基本的弹与唱,可以在幼儿园教

学中和课程中以及活动中得到实践与良

好的反馈。首先,需要具备良好的钢琴弹

奏基本功底,双手能够自如,流畅的协调

熟练配合；其次,掌握基础的学理与和声

知识,能够认识大小调,并能熟练的将任

何调性进行相互间的转换,且可以熟练

的运用和弦,并可以用左手配伴奏,从而

熟练的掌握幼儿歌曲的基本弹奏方法；

再次,需要学前教育的学生掌握歌曲的

基本演奏方式与技巧,最后将这些音乐

基本技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娴熟

优美的弹唱幼儿歌曲。因此在中职幼师

钢琴集体课中,教师需要不断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趣味性,引导学生积

极有效的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讲课内

容新颖、形式多样,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

进来,需要简而易懂得方式方法,努力打

造积极高效的课堂,在学中玩,在玩中学,

具备轻而易举就可以弹奏或演唱曲子的

能力。  

2.2在职业类的中职院校和高职院

校中,需要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中不断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弹与唱

的综合能力,从而更好地去适应幼儿园

中的音乐教学活动。普通高校的幼师专

业学生主要来自于参加春季高考的中职

学生,大部分学生只是经过普通中专音

乐教育和电钢启蒙教育,并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钢琴训练；另外一小部分学生是

在小时候学过钢琴但由于长时间缺少练

习或缺少系统基本训练,钢琴演奏专业

技能也比较生疏；这就需要得到学校和

老师的高度重视,并开设和本专业相关

的技术技能专业课,引导学生大量练习、

积累和应用。[3] 

2.3钢琴集体课吸取了传统钢琴音

乐教育中的一切正确的有效的教育思

想、教育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并运用结合新时期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而

进行的新型教育活动。钢琴集体课教学

形式的出现顺应了新时期现代教育改革

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运用这种教学形式

进行钢琴教学优势非常明显,从而更能

够全方位的培养学生的音乐素质。随着

时代的发展,传统钢琴一对一教学模式

已不适用于所有的钢琴学习,伴随着智

能钢琴的出现,一对多的钢琴集体课将

成为现实。钢琴集体课是打破了常规教

学形式后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使钢琴教

学从一对一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渐往多元

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而钢琴集体课能

够使学生走出一个封闭的琴房在一个大

集体的环境中互相交流与学习,能够充

分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更好的激

发学生学习钢琴的兴趣和动力。在钢琴

集体课堂中,学生有了明显的相互学习

和产生新动力的机会,竞争自然也会逐

渐形成,在初级学习钢琴的过程中,既

能学会听老师讲基础知识,又能丰富作

品的积累,并且借鉴别人容易出现的问

题及时纠正,其多样化的趣味课堂演奏

形式和丰富全面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

不仅仅是枯燥乏味的动动手指而已,而

是真正的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真正达

到素质教育的目的。齐奏、轮奏、接龙

等形式的课堂演奏也是集体课中必不

可少的,通过齐奏能够培养学生相互协

作的精神,引导每个学生统一运用规定

的速度,整齐规律弹奏作品,有助于培

养学生节奏感的统一规范；轮奏和接龙

是钢琴集体课中学生比较喜欢的教学

方式,可以将音乐作品划分成乐句或乐

段的形式引导学生轮流演奏,在课堂中

增加了趣味性与互动性,也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使学生在愉悦的课堂氛围中

学有所获。 

3 结语 

总之,钢琴集体课既是钢琴课又不

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钢琴课。这是新时

代新课改下的新型教学模式,是基于传

统钢琴教学模式上发展起来的,是其自

然的延伸。 

[参考文献] 

[1]张国荣.艺术院校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J].高教探索,2015(01): 

75-80. 

[2]肖辉.MOOC环境下中小学音乐课

程面临的契机与挑战[J].湖南社会科

学,2017(01):197-202. 

[3]曲倩倩.中小学尤其需要开展微课

教学[J].中国教育学刊,2015(10):103-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