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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钢琴教育已经成为音乐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高校教学时期，钢琴教育的教育质量直接关乎着该领域人才的成长及事业的发展。因

此，该研究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与所需专业知识技能，将跨学科教学方式贯穿于多学科之

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同时，丰富钢琴课程教育体系，从而助力教学工作再上新台阶。

[关键词] 钢琴教育；跨学科；融合教学；高校

中图分类号：J624.1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Piano Educ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inlong He

Chongq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reform, piano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usic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teaching period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quality of piano educ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alents in
this field.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actual learning situation of students with the require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integrates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methods into multiple disciplines,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 core literacy, and enriches the piano curriculum education
system, so as to help the teaching work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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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带来机遇，为了提高

高校艺术教育的水平，亟需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方式，从而

提高教学质量[1]。钢琴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喜爱，钢琴专业也因此成为了热门的专业[2]。目前，

钢琴教育在艺术教育领域的占比正在逐渐增大，对钢琴教育

的改革也逐渐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课题。因此，本文

根据时代的发展需求，将大学钢琴教育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旨在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丰富钢琴教育的方

法，扩大钢琴教育的范围，使钢琴教育能够进入更广阔、更

深入的学术领域。

2 跨学科教学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2.1 基本内涵

美国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的首席专家曼斯勒，阐述了跨学

科学习的核心观点：知识的运用需要依赖于实际应用，仅仅

掌握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个体需要在各种环境和场景下运用

自己对概念的理解[3]。同时，跨学科的理解深深地受到学科

观点的影响，个体需要有两个或更多学科的基础，才能运用

这些观点去处理跨学科的问题；学科观点在跨学科学习的过

程中是融合的，而非并行的。

基于曼斯勒等人的阐述，本文结合跨学科学习的相关研

究，将其定义为将两个或更多学科的知识、技能或思维方式

融合在一起，通过特定的媒介（例如主题现象、问题、产品

等）来实现教学的整体性。

2.2 主要特征

首先，为跨学科学习的真实性[4]。在进行跨学科学习时，

需要考虑为何而跨。如果仅从训练、巩固学科知识的目的出

发，所开展的跨学科学习往往会有虚假、不真实的感觉。跨

学科学习应具有解决问题、形成作品、创生新知识等真实的

目的[4]。当跨学科学习的目的不够明确时，就会出现零散、

拼凑的学习。其次，载体性，跨学科学习的载体可以是主题、

问题、现象、概念、成果等。不管是哪种载体，都要对学习

者有意义，也都要能带动两个或以上的学科整合。同时，具

有多学科性，主要是指跨学科学习涉及两个或以上学科领域，

且超出了单个学科的范围；深度的跨学科学习要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在相应的学科领域深入学习，从学科各自吸收内容，

并将之相互交织融汇起来形成新的、创造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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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阶段钢琴教育的跨学科特征

近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突飞猛进，钢琴教育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并且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5]。但不可否认，在

实践中，教师的教育方法中存在着不利于培养学生上台表演

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国钢琴教育中的舞台表演、音

乐思维训练中缺乏符合教育理念的教学思想，例如一些教育

机构的教师依然采取着以往传统教育的思维方式，对于课堂

上仅有局限于上台表演的教学内容，不能做到使学生更好地

得到上台经验以及实践经验。

因此，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钢琴教育环境，从跨学科教学

的实践与理论角度对其加以剖析，钢琴教育的跨学科研究可

以分解为三个层次：一是将钢琴教育的不同层面之间进行互

相联系，即立足于钢琴教育本身，探寻各子领域的联系点；

二是将相衔接的两个与钢琴教育有关的高层学科进行互相

串联起来；三是所有关于音乐学、教育学相关联的高层学科

建立起来之间的联系，这样就能达成从低级到高级、从内向

外、从中心到边缘，再从边缘回到中心的过程，就形成了涉

及所有学科层面的协调式教育[6]。这样的相互串联既能让相

关的学科交融互通，也可以拓宽教育范畴，推动教学任务的

发展。

4 钢琴教育在跨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跨学科教学的思想认识不足

在跨学科的发展中，钢琴教育既能包容性发展又可以兼

容并包，与其他学科相融相通，但不能因其本身的包容与兼

容而偏离它本身的基础，从而导致钢琴教育在跨学科发展上

没有定位或者迷失方向，甚至沦为边缘学科，失去作为学科

自身所应当拥有的教学内容。

4.2 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不强

跨学科教学需要教师不仅拥有科学课教学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方法，也要能够将不同学科的内容进行整合，创设一

种跨学科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建立一种较为全面的知识体系

结构以及较深的知识理解水平，促进学生综合地思考问题并

能灵活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7]。然而，

目前我国科学教师跨学科教学水平普遍不高，出现这种情况

的原因是科学教师缺乏跨学科教学理论与实践、缺乏跨学科

教学专业培训和专业支持。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科学教师开

展跨学科教学的程度和水平，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和

跨学科实践能力的提高。

4.3 跨学科教学的边界固化

许多学校的实际空间规划表明，空间被人为划分，导致

学习区域的定义变得狭窄，使得学科的边界变得僵硬[8]。例

如，教室是用来学习文化课程的地方，音乐教室则是用来进

行歌唱的地方，操场则是用来进行运动的地方，而科学室则

是用来进行实验的地方。所有这些不同的学习区域都各自独

立，并且都有其特定的边界[9]。对学生来说，学生就像是被

困在一个个独立的空间中，音乐的跨领域学习难以实现真正

的整合。因此，在一个单一且封闭的学习环境中，学科的边

界的僵化已经成为了音乐跨领域课程体系构建的主要影响。

5 高校钢琴教育与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对策建议

5.1 加强跨学科意识，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在教育活动中，要注重加强教师对跨学科学习重要性的

认识[10]。深度学科学习离不开对学科知识本身的内涵意义与

价值作用的认知把握，也离不开对其与其他学科间的知识关

联性的认知把握，即应当从以点带面地理解和建构知识的能

力提升角度来把握学科间的有机联系以及各种维度知识的

整体建构；而跨领域学习则可以提升学习者的创新意识，寻

觅各种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了知识背后的规律性要素，

这些因素的获得都有赖于跨领域知识的理解掌握，跨领域学

习也为学习者养成跨领域思维意识和思维能力奠定了基础。

跨学科的学习也是实行全面发展教育的有效途径，通过跨学

科学习使得各个学科的精神和思想得以融合，从而容易使学

生在遇到相关的类似问题时产生知识上的和心理上的共鸣，

进而达成全面教育的目的。

例如：音乐和舞蹈的共性在于节奏，同时也是情感的表

达方式。它们都是动态且时间的艺术形式，因此，音乐和舞

蹈是艺术形式中最紧密的姐妹艺术。教师可以将这两者结合

起来，外国的知名芭蕾舞剧，如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胡桃夹子》、《睡美人》等，都是音乐与舞蹈完美融合的

典范，将跨学科的理念融入其中，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跨学科

的理解，并掌握教学内容。

5.2 引入跨学科知识，拓宽学生音乐视野

高校钢琴教学融入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有利于开阔学

生的音乐眼界，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并把这种跨领域的知识

与音乐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音乐作品。

例如：介绍肖邦《升 C小调圆舞曲》，这是一首极富美的旋

律、明快的节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乐曲。除此之外，这

一首作品还寄托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老师可以结

合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带领大家一同来体会其背景故事—

—19世纪的欧洲社会风貌、肖邦人生而赋予的感触等，帮助

学生准确到位地解读这首乐曲。

同时，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探索这首曲子如何触动听

众的情绪，以及它为何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让人感到愉快和

兴奋。在教学生有关圆舞曲时，除引入舞蹈学的相关知识，

讲述它的由来、特点以及当时在社交场合的作用外，还要让

学生明白它在当时的流行歌曲中具有什么作用，从另一个层

面来实现对曲子的理解。而且除了用视觉教学、听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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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教学、动作教学以及记忆教学，还可以把乐理知识应用

到学习和演奏的整个过程中，让学生从不同学科角度认识和

欣赏音乐作品，并促进学生演奏水平的提高。

5.3 注重学科融合教学，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音乐不是孤立的，它与历史、文学、美术、心理学等各

门类的综合、交叉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通过大学钢琴

教育中的跨领域融合教学，可帮助学生超越某一学科范围的

局限性，使学生多角度理解音乐作品，扩大视野，拓展眼界，

增加修养，更加深刻、全面地领会音乐作品中丰富多彩的音

乐内涵。例如：老师可以让学生在学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作

品时结合音乐与文学、历史的教学。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作

品都受到当时文学思潮的影响，比如舒曼的钢琴作品就与当

时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息息相关。让老师引导学生去读歌德、

海涅等人的作品，让学生了解当时的文学以及其情感宣泄方

式等，可以更加深刻理解舒曼作品中丰富的感情色彩及诗情

画意。

同时，运用历史学理论知识，阐述浪漫主义时代社会转

型，文化革命等大环境，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讲授其对人类思

维方式的冲击及影响到的音乐领域，使学生明白为何浪漫主

义时期的音乐更加强调个人的情绪化，追求自由解放性。通

过对多种形式教育模式的建设，为学生搭建更为全面、立体

的知识体系，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强化学生的综合素质，

并且提高学生学习钢琴的积极性，帮助教师更好地完成教育

教学目标。

6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钢琴教育的发展也进

入了跨学科的时代。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钢琴教育在跨学

科研究方面存在思想认识不足、教学能力不强、教学边界固

化等举措，影响了钢琴教育的长远发展。在新形势下，教师

可以通过加强跨学科意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融入跨学

科的知识，开拓学生视野；注重学科融合教学，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等，以此打破传统模式，让高校教学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从而助力高校的教学工作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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