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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辛笛应用钢琴”作为一种相对成熟、自成体系的教学法,发展至今已近20年。在21世纪的中

国社会音乐教育领域中,该教学法“简约+大众”的普适视角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理论学者、一线教师和

专业学习者的质疑；但与此同时,其“兴趣+速成”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成果,在极短的时间跨度内,就形成

了中国社会钢琴教育领域中,一股备受瞩目的冲击力量。作者认为,这一成长于争议之声中的钢琴教学法,

带给社会的不仅仅是一种时代造就的文化教育现象,而更多的,则是一个正在由小变大的声音：反思社会

音乐教育的实用目的------让音乐学习回归对生活的服务和情感的满足。作者基于一个认同者、观

察者与践行者合而为一的角色立场,在社会音乐教育的范域,以中国式“情本体”美学观的视角,对辛笛

应用钢琴教学法的实用目的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 社会音乐教育；实用目的；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情感满足；服务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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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相较于学校音乐教育的全面、系统、

专业和稳定的教育规律而言,社会音乐

教育的广泛、灵活、分散与个性的特质,

使其具备了因材施教的“机理优势”基

础[1]。社会音乐教育的目的具有实用的

特性,这源于一个重要前提,即个体在日

常生活中对审美升级与情感满足的需

求。社会个体的音乐学习路径大都始于

其对音乐的兴趣与爱好,产生学习动机

后,在实践技能的获得过程中进一步感

知音乐,更深入、具体地体认音乐,继而

在日常生活中满足其心理与精神的原始

诉求。 

1.1学科理念与学科定义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为21世纪

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实用目的提供了一

个兼具自洽与自证的解答：让音乐学习

回归对学习者生活的服务和情感的满

足。在该教学法中,创始人辛笛教授坚持

倡导“兴趣学钢琴、快乐学钢琴、速成

学钢琴、创作学钢琴”的核心理念。其

中,“应用”一词为辛笛应用钢琴所追求

的社会性实用目的赋予了鲜明的符号性

与指向性。 

2 “情本体”美学观 

“情本体”论是20世纪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哲学家李泽厚先生,于20世

纪80年代在其总结性的、里程碑式的著

作《哲学纲要》中的存在论部分中提出

的[2]。需要说明的是,“情本体”论所

观照的学科领域并不局限,但与此相关

的专题研究成果却有待丰足。鉴于与本

文所涉及研究内容的相关性,作者将其

置于大众美学的视域范畴中加以解读。

值得强调的是,“情本体”论并不是任

何意义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不是脱离

了客观存在而单纯强调为我所用的主

观利己主义,更不是西方哲学和美学领

域中的绝对理性和绝对实用,而是一种

源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普遍动机,即认

识世界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生活的实用

目的[3]。 

3 “情本体”视角下的辛笛应

用钢琴 

3.1情感是人本能的衍生-----应用

钢琴学习中的身份认同 

“情本体”认为情感的本质是人

本能的衍生。它肯定了真正的理性必

然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积淀,主张把

情感的满足放在人生意义的第一位,

因为以情感为根本目的,人才能理性

地活得更好[4]。作者认为,这一生活美

学观的重要前提是对“人”在生活行为

中第一人称的身份确认。然而对于学习

个体(不仅是成人业余爱好者,同样包括

儿童学习者)“我”的第一人称身份,在

传统钢琴教学里重点训练的手指机能等

基本功练习之中几乎无法获得直观认

同。通俗而言,大部分学习者很可能会在

这样的练习内容面前失去“自我意识”,

在相对弱化的情感认同语境中,“我”可

能等同于一个练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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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应用钢琴主张学习者在实施其

学琴行为之前,首先获得自我身份的确

认,即肯定自我的独一存在,尊重自己在

音乐面前因“与众不同”而享有的特权

与自信。 

3.2由自由意志指导的行为活动

----应用钢琴学习中的心理形式 

基于对“我”在生活行为中第一人

称身份获得确认的前提,“情本体”美

学观提出了一种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指

导其行为活动所需要的特殊心理形式,

即“自由意志”,是一种自觉先导的主

动性。如果将学琴的行为活动置于日常

生活的语境,对于占据了绝对份额的

“非天赋”大众学习者群体而言,指导

其开展学琴行为的心理动机,则普遍倾

向于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情绪的愉悦、寄

托、疏导和释放,而学习行为 理想的

结果就是使学琴活动成为学习者情感

表达的 佳载体。 

在辛笛应用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中,

以指法和键位作为起步内容,快速地带

领学习者进入曲目弹奏,规避了一般钢

琴教学步骤中专业知识的教授与铺垫,

并刻意忽略技术层面的要求 - 无需在

意手型的标准与否,弹对音即可。在这般

简化之后的教学流程下,有利于弱化学

习者面对一个陌生乐器与书谱时所产生

的疏离与退缩心理,转而保留自主、积极

的学琴动机,且迅速地获得反馈 - 独立

完成曲目演奏。 

以第二作者的零基础儿童启蒙课教

学步骤为例： 

①教导儿童认识手指名称。如：大

拇指是1指。 

②教导儿童辨认键位,并且只熟识

所弹曲目中需要使用的琴键。 

③明确节拍,以指法作为谱面辨认

要点,进入曲目弹奏。 

辛笛应用钢琴教材体系中所收录的

曲目大多是来自于本土的通俗歌曲,与

将西方古典音乐曲目作为核心学习内容

相比,能更容易让学习者将所学与日常

生活进行匹配关联,以钢琴弹奏的形式

服务于生活,达到情感满足的需求。如儿

童启蒙课堂中多以《两只老虎》、《粉刷

匠》等本土儿歌作为初始材料,用熟悉的

曲调减弱儿童面对新学科时的距离感,

从而迅速带领他们进入音乐学习,通过

直接的教学手段快速完成从零到一的钢

琴启蒙过程。此外,基于个体的日常生活

和情感经验,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跟随潮流的、充分热爱的、怀有

好奇心的曲目展开学习。这种完全赋予

学习者对于学习内容选择权和决定权的

“反支配”,是对学习者心里形式的特殊

关照,同时也是对其情绪状态、情感诉

求、精神需要的无意识强化。 

3.3情感的态度源于对现世生活的

肯定---服务生活 

对于不同的学习者而言,其学琴这

一行为活动 后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作

者在前文中所阐述过的学琴动机与终

极目的 - 始于兴趣,融于生活。然而,

当面临教学体系的选择和社会主流价

值评判标准的时候,绝大多数教师们在

传统钢琴教育面前表示了屈从,因为已

经盘踞中国社会钢琴教育市场多年的

格式化、程序化、标准化的传统教育路

径,为教师们提供了“安全”的保证。

情感的满足和对日常生活的服务,在传

统的钢琴学习路径中似乎从一开始就

被引上了一条背离初衷的不归路,而

终能够归回的几率可谓微乎其微。相比

之下,辛笛应用钢琴从一开始就是个体

的、变通的、思考的、创作的,“音乐

要怎么学才能让我更快乐”的动机和

“应用于生活”的目的自始至终不断获

得确认与再确认。 

在教学者方面,除了核心的模式化

理论-识谱、和弦标记、伴奏音型、和弦

连接的序进等-其教学活动几乎不具有

任何可复制性。该教学法要求学习者在

对每一个作品的呈现过程中,必须加入

即兴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是基于对和

声的物理合理性和音效的感知合理性的

同时兼顾。在更高级的层面,这种思考也

是学习者生活与情感的诉求在其音乐追

求中的微观反映。 

在即兴弹奏的过程中,演奏者脑中

需要时刻保持快速的运算：将用的和声

在内心听觉中的效果预现；快速组织音

符使其形成乐句并呈现出乐句间应有的

呼应；随弹奏的进行而展开的乐段布局

等。与此同时,还需要关注自己所弹的实

际音响,根据音响效果作出实时调整。那

么,在一段即兴作品当中,由于思考行进

的速度之快、要素之多,演奏者在即时反

应之下所选择的音乐内容通常是其所偏

好或熟悉的,或是记住了某种“风格公

式”后套用而成的,其中暗含的音乐审美

倾向与其音乐学习重心、日常生活和心

理需求息息相关。 

无论是思考过程还是思考产物,都

是教师无从预知的,然而就是这种教学

内容的或然性,即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

性,凸显了学习者的中心地位,并且允许

了由内容主导的教学过程主观能动地规

避了格式化、程序化与标准化,为钢琴学

习赋予了一种化繁为简、返朴归真的、

协同“制造音乐”的高级属性。教学者

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协助学习者完成

“音乐制造”在其现实生活中的直观参

与,同时实现情感自足。 

在教学材料方面,辛笛应用钢琴教

学法中12个系列的配套教材,无一例外

地使用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教育语

言陈述结构,并且自始至终都在试图传

递着一种“音乐该怎么学才能让我更快

乐”的音乐主张。这种学习路径在高度

重视了学习者的分别心和个性化的同时,

兼顾了其追求流行文化的趋同心理,因

而其兼容了中外儿歌、流行音乐、中外

民族音乐、电影音乐、轻音乐等多种风

格和时代的教材内容,成功践行了辛笛

教授关于“大众 - 小众”以及“个性与

共性的有机统一”的教育信念①。 

第二作者既为辛笛应用钢琴的学习

者,也是教学者。作为学习者时,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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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形式、个人主攻模块等方面获得

了充分的自由度,例如笔者偏好早期爵

士乐中的Ragtime风格,且具备一定的手

指机能,因而笔者的重点训练方向便是

Ragtime乐曲创作、改编、弹奏,这也是

出于辛笛应用钢琴尊重每一个“自我”

的理念。而这份尊重也延续到了教学者

这一身份上：作为教师,需要带领学生

知晓并体会不同的钢琴演绎的多种形

式与音乐类型等,在此基础上引导其发

现自己喜爱的或是更能发挥个人特长

的领域,进而“量身定制”学习方案,

力求在尊重其选择的前提下, 终实现

自由掌控键盘从而实现技能习得与精

神满足的目标。 

4 结论与后续探讨 

一切艺术归根结底都源于生活,不

同时代中的艺术教育也必然要遵循“艺

术回归生活的本质”这一发展规律,而社

会音乐教育的实用目的中“始于兴趣而

融于生活”的主张,就是对这一规律的实

质性回应。钢琴教育中,学习者对于所学

内容的自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生

活追求和情感需要的反映,是纯粹的、个

体的而又客观的。学习过程中对学习者

自我身份的确认、自觉主动的心理关照,

以及练习过程中自主、自由、自觉、自

足的“自我协作”,都是维护和实现以

兴趣为出发点的学琴动机,和以回归生

活为学琴目的的 有人文价值的决定

性因素。 

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明确地把持了

这一逻辑结构,并坚持了面向社会的全

龄段体系化操作方向。其“兴趣学钢琴”

从一开始就尊重了学习者“始于兴趣”

的学习动机；“快乐学钢琴”自始至终关

注了学习者学习过程中自觉主动的心理

形式；“速成学钢琴”将技术与理论化繁

为简,借助成就感催生新的兴趣动机；

“创作学钢琴”彻底扭转了“被动习得”

的程序复制,取而代之的是“主动制造”

的心脑协作。 

综上所述,“情本体”美学观是中国

人基于实用理性的一种对情感满足的美

学追求,它主张回归人性、内心情感和日

常生活, 后让美变成生活中的时尚,给

人的生活带来乐趣的感受。中国的社会

音乐教育,即人在“大众”范畴的音乐学

习,原本也该被视为是一种对美的追求,

但传统的教育导向与操作方向已经使社

会音乐教育与其“服务于生活”的实用

本质渐行渐远。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

作者认为,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的出现、

发展与壮大,可以被认为是反主流的,而

这种反主流恰恰是因为它在功利音乐教

育大行其道的时代,回归了“音乐学习服

务于生活”的实用目的,同时倡导与践行

了“始于兴趣而融于生活”的音乐教育

理念。 

注：文中的“辛笛应用钢琴教学法”

简称为“辛笛应用钢琴” 

注释： 

①作者对辛笛教授的访谈记录(2)：2018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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