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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理念指导下钢琴教学的改革既要突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提高课堂教学的

高效性,同时也要注重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与教学内容的全面性,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学生的艺术涵养,促进

他们的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针对于此,钢琴教师必须采取有效策略进

行针对性改革。本文主要探究新课程理念指导下钢琴教学的现状以及改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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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piano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should not only 

highlight the studen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classroom, but als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lassroom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eaching conten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enrich students' artistic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But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we often encounter some difficulties. In view of this, piano 

teachers must tak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carry out targeted reform.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methods of piano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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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教育体系的不断改革与创新,

人们逐渐重视起音乐教育的有效实施,其中钢琴教学作为音乐

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其教学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教师在

教育教学期间,不再沿用传统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而是将教学

重点转移到探究多元化教学方法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方面,

这种改变不仅推动了钢琴教学的新发展,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

创新能力与音乐素养。 

1 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学生应掌握的基本钢琴知识 

对于主修钢琴专业的学生来讲,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需全

面掌握以下基本钢琴知识要领：作品分析要领、弹奏技术要领、

理论知识要领以及编配歌曲伴奏知识要领。除此之外,还要确

保主修钢琴专业的学生具备较强的钢琴弹奏能力、教育教学

能力、弹奏伴奏努力、音乐知识讲解能力等。对于选修钢琴

专业的学生而言,他们只需掌握歌曲伴奏的编配知识与钢琴弹

奏的基本要领即可。但是对于励志成为一名优秀音乐教师的学

生来讲,他们还需具备基本的音乐教育教学能力与即兴弹奏伴

奏能力[1]。 

2 新课程理念指导下钢琴教学的现状 

2.1教学模式单一、枯燥 

在传统钢琴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没有定位好自身在课堂

中的角色,时常将自己看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学生必须按照教师

的规定和想法进行钢琴练习,这种被动式学习方法,不仅会降低

学生学习钢琴的兴趣与热情,还会影响到 终教学质量与教学

效率。另外,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仅注重学生的学习成果,

从而忽略了学生创造性思维与能力的培养,长此以往,既会疏远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还会抑制到学生审美能力与欣赏能力

的培养。对此,钢琴教师必须不断创新原有教学模式[2]。 

2.2教学资源与师资力量不足 

近些年来,艺术教育受到了教师与学生的广泛关注,在此背

景下,学习艺术的学生数量与日俱增起来。但是由于学校自身拥

有的经费有限,教学设备与教学场地比较固定,因此学生数量的

增加一定程度上会给学校带来较大教学压力与教学问题,例如

教学资料欠缺、钢琴数量不足等,这样不仅会影响到学生的练习

效果,还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质量。另外,因为学校钢琴教师数

量较少,学生数量较多,所以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经常会表现

得力不从心,既无法保障学生的练习次数,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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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需求。假如不能改变这种不良现状,就无法促进钢琴教学的长

期、稳定发展[3]。 

2.3钢琴教学体系不尽完善 

完善的钢琴教学体系,不仅包括教学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

还包括教学方式与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详细内容。但是在原有钢

琴教学中,教师只明确了教学目标,从而忽视了对教学方式的正

确选择与教学体系的科学构建。而完善教学体系的构建,既能够

明确学生的学习任务,还能够明确教师的教学结构,所以在新课

程理念指导下钢琴教师需深入改革教学体系,全面解决教学问

题[4]。 

2.4实践机会较少 

要想提高学生的钢琴弹奏水平,就要为他们提供更多演奏

实践的机会,因此说,钢琴教学属于一门实践教学学科。但是在

学生人数与日俱增、教育经费有限的背景下,学校为学生创造的

实践机会明显减少下来。在训练时间不达标的情况下,学生不仅

无法消化课堂讲授技巧,还无法熟练进行钢琴练习,这样不利于

学生钢琴弹奏能力与弹奏技巧的提升[5]。 

3 新课程理念指导下钢琴教学的改革 

3.1合理应用多元化教学模式 

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为了构建高效钢琴教学课堂,提高教

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教师需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与学习需求

合理应用多元化教学模式进行钢琴授课。应用效果较好的教

学模式包括三种,分别是小组钢琴教学模式、集体钢琴教学模

式和个别钢琴教学模式,接下来将对这三种教学模式进行细致

分析[6]。(1)小组钢琴教学模式。小组钢琴教学模式主要指的是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组织相同专业或相同年级的学生开展系

统性教学活动,此教学模式的 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性、有效性

解决学生在钢琴演奏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对于那些遇到共性问

题的同学而言,教师只需进行统一训练和针对性指导就可解决,

由此可见,应用小组钢琴教学模式既可以提高班级整体钢琴教

学水平,还可以进行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2)集中钢

琴教学模式。集中钢琴教学模式在教育教学应用中十分常见,

通常情况下是由一名指导老师和大约三十名学生共同组建而

成。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应用集中钢琴教学模式时,不仅可以处

理好因师生比例导致的教学矛盾,还可以有效缓解师资力量薄

弱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开展集体钢琴教学活动时需组

织同专业或同年级的学生来参与,这样有利于活动的顺利开展

了。(3)个别钢琴教学模式。教师在应用个别钢琴教学模式时可

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以及弹奏水准进行针对性教学,

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实现师生互动,这样不仅能够拉

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还能够大幅度提高学生的钢琴弹奏

水平,这样有利于学生艺术修养的形成[7]。 

3.2优化教学资源,强化师资力量 

新课程理念指导下要想促进钢琴教学的良好改革,就要不

断优化教学资源,强化师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音乐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适当选择钢琴教学教材。钢琴教学教

材是开展钢琴教学活动必备的材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在

选择钢琴教学教程时需认真、谨慎。但是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

学生提高了对钢琴的教学要求,不仅要掌握基础知识,在此前提

下还要融入更多多元化元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校在选择教

材时需将重点投放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内容方面,这样既能够

开拓学生的眼界,增长他们的见识,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进而为他们未来更好的发展打下夯实基础。其次,教师在钢琴教

学中,还需加强钢琴专业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有效联系,比如可将

钢琴教学巧妙地融入到民族音乐作品中,这样一来,不仅加强了

学生对民族音乐的了解与认知,还充分体现出我国音乐文化独

有的特色之美,进而加深了学生对钢琴艺术的喜爱。 后需强化

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钢琴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极

高,既要具备较强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还要具备丰富的教学

经验与专业技能,所以在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时要以此为标准。

一方面,学校需招聘高素质钢琴专业人才到校任职,另一方面,

学校需定向培养青年钢琴教师,尽自己 大努力为他们提供进

修与学术研讨的机会,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学校教师的专业素养,

还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专业学位人才,进而实现从根本上

提高我国音乐教育水平的 终目的[8]。 

3.3全面改革钢琴教学体系 

一方面,教师需不断完善教学内容体系。根据相关调查不难

发现,大多数学校都是从巴赫到德彪西这一时段的音乐作品中

选择相应内容进行实际教学,尽管这些经典作品比较优秀,但是

却不全面,因此,在选择教学内容时需进行创新拓展,可适当引

入巴洛克时期拉莫、库普兰等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也可将二十世

纪时期拉威尔、布莱兹、斯克里亚宾、勋伯格等优秀音乐人的

作品引入到钢琴教学中。总之,通过进一步拓展教学内容,不仅

可以增长学生的艺术见解与艺术认知,还可以吸引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学习动力,从而推动了钢琴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

面,教师需加强对学生钢琴基础知识与钢琴弹奏能力的评估。学

校所招收钢琴学生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过专业培训具有

钢琴基础的学生,另一类则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对钢琴知识不

甚了解的学生。那么,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想做到有的放

矢,就要对所有学生的钢琴基础知识与钢琴弹奏能力进行科学

评估,这样既有利于接下来钢琴教学的因材施教,还有利于学生

的个性化培养[9]。 

3.4适当增加能力训练板块 

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教师要想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与高效

性,就要突出课堂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对此,需以发展的眼光和

创新的思维来看待相关教学问题,在此基础上,还要适当增加能

力训练板块,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与个性发展。

一方面,教师需提高学生的实践审美能力。尽管钢琴教师在实际

训练过程中提高了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但是却未亲身教授

学生通过怎样的路径来提高自身审美能力。因此,教师需作出相

应改变,在教育教学期间,既要帮助学生明确美的概念,同时还

要引导学生如何去创造钢琴艺术美。教师可为学生设立一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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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题,并要求他们以此为核心来开展实际创作,在实际创作过

程中,不仅有效激发出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

提高了学生钢琴弹奏的水平,与此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审

美意识。另一方面,教师在钢琴教学中可适当增添即兴伴奏板块

的实践教学,所谓即兴伴奏板块的时间教学就是在不预留主题

的情况下,要求学生开始即兴伴奏表演。在即兴表演期间,教师

需细心观察与综合考察学生的临场发挥能力,当他们自身具备

的能力较强时,教师就要提高对他们的训练难度,例如,在即兴

伴奏中要求学生讲述一个唯美的故事,这个故事不可胡编乱造,

需保障与钢琴曲所要表达的情感与情绪相一致。这种能力训练

板块的设计,既能够锻炼学生的临场表演能力与随机应变能力,

还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对他们而言

是百利而无一弊[10]。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科学技术与教育体系不断发展的环境下,学校

钢琴教学模式也要与时俱进进行相应改革。但是在实际改革过

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教学模式单一枯燥、教

学资源与师资力量不足、钢琴教学体系不尽完善、实践机会较

少等,针对于此,钢琴教师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首先,

需合理应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在新课程理念指导下,为了构建高

效钢琴教学课堂,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教师需根据学生的

学习特点与学习需求合理应用多元化教学模式进行钢琴授课；

其次,要不断优化教学资源,强化师资力量,一方面要适当选择

钢琴教学教材,钢琴教学教材是开展钢琴教学活动必备的材料,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在选择钢琴教学教程时需认真、谨慎。

另一方面,学校需招聘高素质钢琴专业人才到校任职,为他们提

供进修与学术研讨的机会,这样既能够提高学校教师的专业素

养,还能够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专业学位人才；再次,还要全

面改革钢琴教学体系,进一步拓展教学内容,这样不仅可以增长

学生的艺术见解与艺术认知,还可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

习动力； 后,可适当增加能力训练板块,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

练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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