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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儿童初级钢琴教学与

教材发展的若干思考 ①

邓　璞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纵观中国钢琴教育发展的几十年，在儿童初级钢琴教育阶段国外教材占据了我国钢琴初级教材主流市场，
而由我国自主编写的优秀儿童钢琴教材却为数不多。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证明一味借用国外教材进行教学显然不能完

全适应我国初级钢琴教育阶段的国情，自主编写既符合教育国情又科学系统的优秀儿童初级钢琴教材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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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在亚马逊
①

①（中国）器乐类

键盘、篁乐技法与作品销售榜前５０位中，仅有《儿童钢琴
初步教程》（盛建颐等编著）、《弹儿歌学钢琴》（李妍冰编

著）两部中国儿童钢琴初级教材。我国钢琴教师及学生

在儿童钢琴教学初级阶段选用本土编订教材的比例远远

小于选用《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等国外儿童钢琴初级教

程，究其根源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我国钢琴初

级教材的使用传统问题，二是教材本身编写质量问题。

钢琴作为外来乐器进入中国的历史很短，在我国钢琴教

育起步阶段教师只能依靠国外钢琴教材进行钢琴教学活

动，尽管后来通过几十年我国钢琴教育的发展自主教材

也占据了一定市场，但由于钢琴教学“师徒相承”的特殊

教学模式致使我国形成了以国外钢琴教材为主，本土教

材可有可无的的教材选用传统。另外，在教材质量上，国

外儿童钢琴初级教材无论在趣味性还是科学系统性方面

对于儿童学习兴趣的激发与技能的培养均有较大优势，

导致中国钢琴教师与家长在教材选择与使用中更信任如

《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巴斯蒂安钢琴教程》《钢琴天天

练练》等国外引进教材，这皆反映出了我国儿童初级钢琴

教程在编写与使用上仍存在诸多的不足，改进与提高我

国儿童初级钢琴阶段教学及教材质量已成为当代钢琴教

学的重要问题之一。

１　通过教学实践把握教学现状，指导教材编写
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是主观见于

客观的活动，实践过程是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联系的桥

梁。《汤普森简易钢琴教程》《巴斯蒂安钢琴教程》《菲伯

尔钢琴教程》等国外优秀教材的编写都是经过其编著者

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去粗取精并对教育相

关学科领域充分研究之后的结晶，因此要把钢琴教学实

践活动看作为我国钢琴教育者及教材编撰者的必经环

节，首先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当前我国儿童钢琴教学的不

足，了解当前我国学琴儿童及家长的总体需求。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在我国实行已有２０余年，这一度

造成中国钢琴的“考级热”，许多钢琴教师及教材出版商

受到功利化影响在教学与教材出版上急功近利，因而导

致严重偏离了业余钢琴考级制度为了使业余钢琴教育科

学化规范化的初衷。近年来随着考级问题的日益显现，

众多钢琴教育者及琴童家长开始重新审视教学目的，不

再盲目跟风考级而更注重教师教学及教材的全面性、趣

味性及科学性等方面，促使我国钢琴教材编写开始良性

发展。与此同时，教育者积极开展儿童钢琴多样化教学

模式如钢琴集体课实践，及时更新教学思维并指导教材

编写的发展方向。总之，钢琴教材作为钢琴教育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钢琴教育者在进行教学实践过

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兼容并蓄并结合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如心理学、教育学、音乐美学等理论知识所编写出来的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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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注重学习兴趣培养及教材的趣味性导向
儿童心理学认为儿童的兴趣具有广泛性、个体差异

性、浮潜易变性等特点，并且以直接兴趣为主。教育心理

学指出“学习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

知识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

量［１］。《巴斯蒂安钢琴教程》《菲伯尔钢琴教程》等国外

优秀儿童钢琴初级教材均将学习趣味性与培养学习兴趣

放在首位，以“快乐”学琴为教材编写出发点，并利用儿童

阶段对外界事物视敏度及颜色视觉的感知特点从教材印

刷排版等直观上引起儿童注意力与学习兴趣。相较之

下，目前我国的钢琴基础教育模式更注重弹奏技术的训

练，教材形式较为呆板，学生通常采用机械性的模仿与不

断练习的学习方式而缺乏主动思考，导致其学习兴趣在

学琴初级阶段便急速下滑。因此，我国在钢琴教材编写

方面应首先将教学思维从培养“钢琴匠”向培养具有活跃

思维能力的“钢琴演奏者”转变，如在初级教材的编写上

增加教师引导学生自我探索与发现的教学环节，使儿童

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更多的自我价值并获得更多的自我肯

定，从而激发儿童学习钢琴的兴趣。其次，针对儿童阶段

主要以感性认识与直接兴趣为主的特点，教材排版可以

更加色彩化与卡通化以符合儿童审美观，吸引其注意力；

在曲目选择上，除了熟悉的儿歌以外，还可以将儿童喜爱

的卡通片主题曲等纳入其中，从而保持儿童对于钢琴学

习的热情；在教学语言上，尽量使用儿童容易接受与记忆

的语言，避免语言表述上过强的理论性。再次，一些儿童

在学琴过程中会出现注意力不够集中、好动、稳定性不够

等现象，在教材编写与教学活动进行中可以设立一些具

有奖励机制的教学模块，以此达到规范学生学习态度并

激励学生学习热情的目的［２］。

３　注重教材教学进度与知识结构的循序渐进
近年来我国儿童钢琴学习方兴未艾，中国俨然成为

了世界钢琴教材的最大市场之一，国外经典优秀教材的

不断引进占领了钢琴初级教材的主流市场，与此同时我

国钢琴教育者和一些出版商也争相出版各类打着“自主

编写”旗号的儿童钢琴初级教材，但通过对市面各种本土

儿童初级钢琴教材的考察发现，相较国外成熟的钢琴教

学体系及教材编写模式，本土儿童钢琴初级教材在教学

进度安排方面普遍不够科学且呈现出两极化趋势：一类

是受到各类钢琴考级制度的影响，以训练手的弹奏技术

为纲，在教材进度安排上一味急于提高儿童的弹奏技术，

忽略了儿童在此年龄阶段的接受能力与认知能力拔苗助

长；另一类教材则空有其表，华而不实，过分追求教材的

纸质、排版等教材外在层面，忽略了其作为传授知识媒介

的内在本质，教学内容空洞且过于拖沓，导致教师在教学

实践中由于难以达到预期教学目的逐渐丧失对于自主教

材的信任度，不得不转而选择经过各国教学实践验证较

为成熟的外国教材，最终导致我国在自主教材编写发展

道路上的恶性循环［３］。当前我国儿童开始学习钢琴的年

龄段集中于４～７岁，此年龄阶段的儿童其认知能力尚处
于“前运算阶段”

①

①，其生理条件处于骨骼发育阶段，手掌

大小以及手指力度都远不及成年人，不能承受过度的钢

琴弹奏技巧训练。因此，我国钢琴教育者在自主编写儿

童初级教材时应充分考虑教材的循序渐进性，借鉴国外

优秀教材在教材进度安排上的优点并结合我国当代儿童

身心发育特点加以考量。

４　加强对于钢琴民族性的教学
上下五千年丰厚历史底蕴积淀下，形成了博大精深

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传统民族乐器百花齐放的同时，

还形成了以宫、商、角、徵、羽为主的民族音乐调式，使得

中国传统音乐独具魅力。但随着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愈来

愈密切，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逐渐受到外来音乐文

化的制约，促使众多音乐教育者在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发

展与外来音乐文化交流共融上达成了共识。１９９５年召开
的第六届国民音乐研讨会中“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

教育”的论题被提出，加强音乐教育的民族化成为了众多

音乐教育者更加关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个论题的

内涵不仅包涵了对于我国传统器乐、声乐等本土传统音

乐文化传承的民族化教育，还包涵了另一层面即对于诸

如钢琴等外来器乐的民族化教育问题。钢琴作为“舶来

品”在进入中国的百余年历史中，《二泉映月》（储望华改

编）、《粤曲“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陈培勋）等民乐改

编成了钢琴曲，《春思曲》（黄自）、《牧童短笛》（贺绿汀）

等用西方作曲技法来表达中国音乐魅力的钢琴曲等，都

很好地体现了中国音乐家们将钢琴“洋为中用”的意

识［４］。但中国钢琴教育尤其是中国儿童初级钢琴教育

中，对于中国民族化音乐思想的教学却始终发展缓慢，我

国现行自编的儿童钢琴教材在编写定位上较为模糊：有

以西方七声音阶等教学模式写作的基础教程，如《儿童钢

琴初步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也有以综合类曲目形式

出现的教材，如《钢琴基础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众

多音乐教育者尚未对中国化的儿童教材风格有明确把

握，我国仍缺乏较为完善且具有中国音乐民族性教育思

想的儿童钢琴初级教程及教学体系。诚然，编写一套符

合中国民族化需要的儿童钢琴初级教材是我国钢琴教育

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西方社会经过３００余年的发展
才逐渐形成了其较为完善的钢琴教育体系与教材编写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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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提出了著名的认知发展理论：他将２～７岁儿童的认知能力归为即儿童能形成一些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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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自我中心，以自己的观点判断等局限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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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说明建立一套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钢琴教育体系及

教材体系也绝非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有步骤地逐

步建立。首先，在各方面鼓励我国作曲家创作出更多既

符合我国儿童身心特点又能引导其了解中国民族调式及

民族意识音乐思维的基础钢琴作品，使中国儿童能在钢

琴学习的初级阶段便奠定一些具有民族意识及乐感的音

乐基础；其次，在教材民族化编写中除了乐曲经典性、地

域性有机合理选择以外，中国钢琴作品基本演奏技法的

教学在教材中也应有所体现［５］。

５　重视教学法在钢琴教材编写中的运用
教学法指在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与手段，是提

升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我国现阶段的儿童

钢琴初级教学仍以一对一为主的小课方式进行，通过一

周一次的上课，老师对上一周作业进行回课检查、指出问

题并布置新的作业，以此循环往复，单调乏味，缺乏对儿

童的吸引力。在我国自主出版的儿童钢琴教材中，也体

现为老师“讲”为主、学生跟着做的传统讲授法与练习法。

儿童对于音乐其本身尚处于不了解不熟悉的阶段，在初

学阶段一味地为提高某种演奏技巧进行一对一“精细教

学”对于培养儿童钢琴学习兴趣及真正理解学习内容帮

助甚微，在教材编写与教师教学中更关注教学法的多样

性势在必行，国外音乐教育领域已有铃木教学法、奥尔夫

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等从音乐行为

习惯、节奏旋律与基本动作形态、音乐素质、情感表达等

不同方面培养儿童对于音乐学习的综合能力［６］。教材内

容对于教师的教学有引导及指向作用，在教材编写过程

中结合适当的教学法，可以使课堂氛围变得更加轻松与

活跃。另外，通过定期组织小型音乐沙龙加强学生的相

互交流与相互促进，也有利于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良好

学风的形成。

总而言之，儿童钢琴初级教学与教材编写这一问题

看似简单，但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发现，这其

中不仅包括单一钢琴演奏技巧的传授，还包涵了教师对

于儿童心理学的学习与研究、对本民族音乐的融会贯通、

对先进教育理念的及时掌握等各个方面。通过更多深入

的研究与教学实践，在日后我国自主编写儿童钢琴初级

教程的道路上，应从培养儿童音乐素养全面发展为出发

点，以编写符合中国儿童特点的初级教材为目标，不断提

高儿童初级钢琴自主教材的编写质量与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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