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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econdary vocational music college students heart state, living standard, ideas are 
very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education,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forms of art all affect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 also need secondary vocational music colleges piano education produce corresponding change.This paper i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 chang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music college piano education influence analysis, discusses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music 
college piano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f problems and need to take measures, the purpose is to make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music 
school piano education to keep pace,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better improve the level of piano teaching, for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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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等职业音乐院校钢琴教育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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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中等职业音乐院校学生的心理状态，生活水平，思想理念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同时教育数字化，
云计算，人工智能，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等都在时刻影响着教育的方方面面，也需要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育产生相应
的变革。本文就在新时代下社会变革对中等职业音乐院校钢琴教育的影响进行分析，探讨中等职业音乐院校钢琴教育在新
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目的是使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育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更好地提高钢
琴教学水平，为国家以及社会培养更高层次的钢琴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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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经济以及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对中等职业音乐院校钢琴教学工作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这些变化不但影响着钢琴专业学生以及教师的思

想意识，心理状态，学习能力，还影响着中等职业音乐院校

钢琴教学的组织，方式及方法。目前中等职业音乐院校钢琴

教学面临着教学方式方法单一，课程内容无法充分适应时代

发展，未能充分结合社会变革带来的学生心理变化，学生积

极性不高，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教学结合不紧密等问题，

为此中等职业音乐院校钢琴教学工作有必要对教学方式进

行改变，将钢琴教学工作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项变化充分结

合，做到钢琴教学工作与时俱进，时刻提高教学水平，适应

社会发展。

2 新时代社会以及环境变化对学生及钢琴教
学的影响

目前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学生以 2008—2010 年出生为

主，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成长的年代是一个社会各方面深刻

变革的年代，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比如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大区块链等等，智能手机已经

成为这个年龄段学生成长的必备物品。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学

生，其成长过程，心理状态已经深受网络的影响，可以说是

从小就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

受到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以及网络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影

响，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基本上从小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补习

班成长，同时还要每日长时间进行钢琴练习，自由活动时间

更少，体质相对较差；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均在手机网络中度

过，因此眼界也更加开阔；注重自我，更加关注于自我想法

的表达，敢于抗争，对于老师威权的概念也更加淡薄，这种

思想意识在遇到传统教育模式时也会产生更多的精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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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爱好广泛，从小熟悉各种新鲜事物，甚至出国旅游，因

此对各种业余活动，网络游戏，网络词语，动画游戏等从小

就会熟练使用 [1][2]。

随着社会变革以及新技术的发展，以网络，智能手机

为代表的社会新生态也给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育带

来了机遇和挑战。传统的钢琴教育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

代发展的需要。网络教学具有便捷，丰富，形象生动的特点，

可以随时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疑问，方便地传输乐谱，学生

的演奏也可以随时通过视频的方式请老师进行指导，并且不

受地域的限制。这就要求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人员

具有更为广泛的知识基础，以便可以更专业地对学生进行 

指导 [3]。

同时近年来很多钢琴专业学生的目标是出国学习，原

因既有避免国内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也有开阔视野，提高

自身技能的理想需求。另外各种商业运作的钢琴比赛在社会

上层出不穷，参加这类比赛能够锻炼学生的舞台演奏能力，

具有积极作用，但花费过多精力参加这类比赛也可能会导致

校内的钢琴专业学习不扎实，因此如何指导学生参加适合其

个人能力特点的钢琴比赛，从而达到对学生演奏技巧的提升

也是当前钢琴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 [4]。

3 新时代中等职业院校钢琴教育面临的主要
问题

针对当前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学生特点及社会信息多

元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特点，目前的钢琴教学工作存在着

一些无法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困境。

第一，无法适应当前年龄段学生的心理以及行为特点。

在钢琴教学中，很多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教学思维固化，无法做到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潜力，进行

因材施教。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对社会了解广泛，注重自我

感受的表达，对传统教学方法具有某种形式的抵抗情绪，因

此需要老师针对不同学生做出适合其个性特点的教学方案。

但是目前多数院校钢琴教学只是教条地使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对学生进行说教，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演奏技巧的提高及

对乐曲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再加上有些教师自身艺术视野，

个人修养以及演奏曲目的限制，造成学生对所演奏曲目理解

模糊，音乐综合素质无法提高，甚至对钢琴学习产生厌倦，

并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从而造成学习效果不佳 [5]。

忽略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追求自

我，思路宽广，但心理素质并不成熟。钢琴演奏是心理素质

的体现，最终是要走上舞台的，某些学生心理素质不高，对

于上台演奏具有某种惧怕心理，虽然平时在老师的一对一讲

解中能够熟练自如地演奏，但是在台上却由于过分紧张而无

法充分发挥真正的演奏水平 [5]。

对学生校外生活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物质生活优越，其家庭也为其提供了各种校外学习，补习，

演出的机会，但是过分关注于课外的学习会对校内专业的钢

琴课学习产生不利的影响 [2]。

第二，未充分利用数字化经济，大数据以及网络为教

学变革带来的便利。

目前钢琴教学虽然也有对新技术，新媒介，数字化，

网络化的应用，但都是零散的，没有能够建立起专业的，系

统化的数字时代钢琴教学体系。未能够将大量的钢琴教学资

料进行分类整理并整合到数字化新技术中，同时也缺乏专业

的针对数字化新技术的教学内容设计 [6]。

目前钢琴教学对数字化新技术，云平台的利用也缺乏

针对性，无法做到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目前采用的

某些数字化教学方式未能充分达到这种要求，造成实际教学

效果大打折扣。在这方面也缺乏符合实际要求的专业钢琴教

学软硬件支持 [7]。

钢琴教学资源信息更新落后，当前社会钢琴专业相关信

息变化迅速，国内外钢琴教学，演奏，训练等相关资源也在

时刻变化。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数字化钢琴教学专业人员，

同时钢琴教学人员均属于艺术类专业，本身对网络设备的操

作，网络信息的更新不专业，而负责专业网络设备及信息维

护的人员又并非钢琴专业毕业，这就造成网络教学资源更新

不及时，钢琴教学工作滞后于钢琴教学资源的发展变化 [8]。

4 与时俱进中等职业院校钢琴教育紧跟时代
步伐

时代的变革会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任何行业

如果不紧跟时代的发展就会被淘汰。钢琴艺术尽管属于传统

音乐艺术范畴，但实际上钢琴艺术自从诞生以来无论是硬件

方面还是乐曲以及钢琴教学从来都是跟随社会变革而不断

改变发展的，在现阶段必须从钢琴专业学生的年龄心理特点

以及社会新技术的发展角度对钢琴教学进行相应的变革，钢

琴艺术才能始终像常青藤一样，永远保持生命活力以及对社

会的吸引力。

新时代钢琴教学应当紧跟钢琴专业学生的年龄以及心

理特点

新时代中等职业音乐院校钢琴专业学生以 2008—2010

年后出生为主，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学业压力大，严重依赖智

能手机等电子设备以及网络，注重自我，抗拒威权，同时兴

趣爱好广泛，眼界开阔，他们与 90 后，甚至 00 后又有不同，

因此新时代下对这类学生的教学工作应当与其年龄及心理

特点紧密结合 [9]。

传统的老师高高在上，学生言听计从的教学模式会使

得学生从心理上产生畏惧感，不利于学生独立思想的表达，

而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从小就具有关注自我的性格特点，这就

需要老师在教学中抛弃原有教学模式，与学生形成平等，互

相尊重的师生关系。

对于学生在钢琴学习中提出的问题，老师不要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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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训斥的口吻进行说教式的回答，也不要因为学生提出的

问题太过简单而嘲讽，更不要有任何人格侮辱性质的言语，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自尊心非常强，这些做法只能会使得学生

不敢于提出问题，或者不懂装懂，从而抑制了其主动思考的

积极性。

此外针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还应当注意到因材施教，

关注个体差异 [10]。因为每个学生的学琴经历，演奏水平，

钢琴天赋，理解能力，思维意识，性格特征均不相同，老师

应当对每个学生的上述特点充分了解，并针对不同特点的学

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比如对于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

的学生应当多采取鼓励，开导以及表扬的教学方式，减少其

紧张情绪，增加信心。对于性格外向，思想感情外露的学生，

则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不足之处。

新时代钢琴教学应当紧密结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等现代科技

新时代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与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等现代科技的结合应当首先基于相应的数字化软

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 [10]。应当抛弃传统钢琴教学的一间房

子，一台钢琴传统的言传身教的教学模式。基本的硬件设施

是实现钢琴教学数字化结合的必备条件，这些基本的硬件设

施包括：既能满足视频播放，还能够进行教学讲解，PPT播放，

即时标注，文件调取，高清晰，校内外联网的专用会议型屏

幕；专业音响设施，能够真实展示钢琴演奏音质特色的音响；

专业录像设备，能够随时对学生的演奏进行录像并存储于相

应的服务器中，可随时进行视频文件的网上，微信的传输；

专业的钢琴教学服务器系统，用于存储钢琴教学相关的各种

数据以及软件。

除了基本的硬件设施，还需要配备相应的软件。通用

的微信，网络视频会议软件并不能很好地结合钢琴教学工作

的特点。钢琴教学软件应当由专业的软件公司结合中等职业

音乐院校钢琴教学特点进行专业开发，开发过程中应当有钢

琴教学人员，学校的信息系统维护人员参与。其设计功能应

当充分体现教学的各项需求，并且对全校的钢琴教学工作特

点进行系统整合，应当便于存储各种教学课件，视频，音频

以及相关数据，应当与各个教室的数字化终端设备，包括教

学屏幕音响以及录像设备相连接，钢琴专业教师，甚至学生

都有进入的权限。同时与兄弟院校也具有联网性，讲师也可

以将自己的课件随时存入系统服务器，这样可以在很多方面

对钢琴教学起到推动作用 [11]。

利用配备的专业软硬件设施，可以随时将学生的演奏

视频，上课状态，测验结果，老师的点评进行上传以及存储，

便于日后的观摩，复习，找出演奏中的不足之处。同时学生

还能够通过网络随时在课堂，课外，宿舍，家里登录钢琴教

学系统，观看自己的上课视频，及时复习老师在讲课中提到

的重点难点，也能够随时参阅钢琴教学服务器中的各种钢琴

演奏鉴赏，了解李斯特，巴赫，莫扎特，肖邦，海顿等经典

钢琴名家的生平介绍，情感经历以及创作经验介绍，以及钢

琴演奏各流派包括巴洛克时期，古典、浪漫，印象和后现代

等的演奏特点 [12]。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等职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需要

紧密结合当前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征，思想意识以及行为习

性，针对当前年龄段学生学业重，严重依赖智能手机以及网

络，自我意识强，兴趣爱好广泛的特点对教学内容以及方法

进行调整，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增加钢琴学习的趣

味性以及互动性，提高学习的效率以及演奏技巧。同时还要

紧密结合新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社会变革，

在教学中采用现代数字科技增加教学的生动性，便利性以及

高效性，与时俱进，永葆钢琴艺术以及钢琴教学活动的青春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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