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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土音乐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体，音乐

教育的本土化有助于中国璀璨的音乐文化艺术的发扬光大，

发挥音乐教育的艺术价值。钢琴教育作为音乐教育的重要

一环，钢琴教育本土化、民族化这一课题是重要而特殊的

一门学科，西洋乐器本土化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

各大音乐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坚持中国民族特色，对钢琴教

育进行深刻地剖析、总结，培养一批具有民族精神和本土

文化底蕴的钢琴教育工作者，继承、发扬本土化后的钢琴

文化，最终建立本土化的钢琴流派。

2 钢琴教育本土化的发展进程

十九世纪初，钢琴正式传入中国，中国的艺术家、作

曲家学习了西方的钢琴演奏技巧，充分汲取中国传统音乐

的养分，创建了更加中国化的钢琴曲。改革开放以来，钢

琴本土化的进程也逐渐变得深入化、体系化，不但出现了

继承民乐调式的钢琴家，也有利用西方作曲技术进行开创

式作曲风格的新体系钢琴家。

3 目前高校钢琴音乐教育本土化存在的问题

在高校音乐教育中，钢琴教育总是处于被重视的地位，

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重西方轻东方”“重

技巧轻内涵”等问题。

3.1 在高校钢琴音乐教育中本土作品的稀缺
在目前的高等音乐院校钢琴教学中，很多钢琴教师从

教学观念的意识层面即存在“重西方轻东方”的问题，具

体外化为，总是将钢琴是西洋乐器这一论调当作主题，在

钢琴教学中只将西方音乐作品当作教学素材，而很少没有

将本土的钢琴作品加入教育范本中，甚至直接忽略掉本土

化的钢琴作品。

该现象的存在，既有教师的问题，也有学生的问题。

一方面，一部分教师自身在接受音乐的师范类教育时，本

身就是遵循“重西方轻东方”的路径被培养起来，自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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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他们的教育方式也会带上这样的风格；另一层面，学生

也会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认为本土化的钢琴作品因为发展

时间短、没有完整的艺术流派等原因而不足以被当作教学范

本，进而更是无法提出愿意学习本土化钢琴作品的申请，导

致本土钢琴作品在高校钢琴教育中处于被动、从属地位 [1]。

3.2 高校钢琴音乐教育中忽视了本土钢琴曲的文化
释义

笔者发现，绝大部分的高校钢琴教育目标都对钢琴演

奏技能确定了明确的要求，如考试时的演奏速度、注重哪一

部分的技巧。而对于钢琴作品的文化理解却鲜有提及，甚至

在教学大纲中也鲜有提及。

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对音乐风格做一些简单的分析，而

大量的学生对他们所演奏的本土钢琴音乐风格知之甚少，或

者是在西方钢琴语境中进行了化用。这些认知缺陷是由于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大多数老师花时间解释和展示演奏技

巧，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作品风格。

这充分体现了高校钢琴音乐教学中存在“重技巧轻内涵”忽

视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并且这一点也体现在钢琴教育的考核

体系中，在考试时，评价作品优秀与否的标准大多局限于需

要演奏的曲目的技巧标准，而考题中很少涉及作品的文化内

涵，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中国钢琴作品的教学质量。

4 高校钢琴音乐教育本土化的改进方式

4.1 加强对本土化钢琴作品的认同感
高校钢琴音乐中不重视本土钢琴音乐作品这一弊端，

值得音乐系的教育学家们投入足够的关注度。这种师生在自

身学习过程中或被动或主观的全部选择西方钢琴作品的学

习方法，是非常阻碍当下高校音乐教育的质量的。笔者认为，

为了钢琴教育更好地适应中华文化的沃土，在现有的钢琴教

育体系中，我们应努力将中国的本土钢琴音乐作品很多应用

到钢琴教学中，使钢琴教师能够真正提高对本土化钢琴作品

的认同感，扭转自己的既有观念或之前固化的教育传承体

系。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有利于钢琴教育

本土化的教育创新，使学习钢琴的音乐生能够在自己深造的

乐器中注入自己的民族文化之魂，从而真正提升中国高校钢

琴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 [2]。

4.2 创设新的高校钢琴教育模式
笔者从自己的从业经历角度来看，中国的高等院校钢

琴教育中还深刻地被西方音乐文化影响着，钢琴的教育体系

由于在国外得到了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适应西方社会

的一套教育体系，而钢琴作为舶来品，同样自引进之日起就

带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中国的高校钢琴教育大部分沿袭了

这种偏西式的教育方法，从可选用的教材来看，中国本土化

的钢琴作品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教材体系，高校音乐教育只能

选用西方的传统教材，导致学生接受的西方钢琴作品的数量

远远大于中国的钢琴作品。

如果想改变这种现状，应当从教学模式的构建上就融

入民族化、本土化的思想，改革“唯技巧论”的考核方式。

弹奏技巧虽然是接受钢琴教育的学生逃不开的必修课，但是

它不应当成为钢琴教育的中心。如果唯技巧至上，则本土化

的钢琴教育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评价体系中适度提升一

些对音乐的文化背景、意义内涵理解的比重，还应当在教学

大纲中使本土化的音乐作品有一席之地，甚至应当设定硬性

的量化指标，例如每一年级的学生应当会演奏多大比重的本

土文化作品。这样可以使得学生自身的音乐体系在兼容并包

的基础上，多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同时对本土钢琴作品背

后深层的文化内核有进一步的理解。

4.3 从课程评价标准的角度提升本土化钢琴教育的
重视程度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课程的评价体系是高校音乐教

育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外化反映，如果想要改进

钢琴教育，就应当在评价机制中更加引入反映中华文化以及

本土化钢琴作品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一个层面上，新的钢琴

评价机制既要注重最终评价，又要注重整个教育过程，即表

演技能的具体评价标准辅之以学生文化素质的评价标准。在

高等钢琴隐约教育评价体系中应引入多种评价要素，使评价

内容更加客观、实用，更能体现钢琴课程的文化价值取向。

另一个层面，教育模式的最终实施者是教师，因此要格外重

视教师的文化取向培养。新的评价机制应注重教师本身对本

土钢琴文化和钢琴音乐文化多样化的掌握和理解，在考核教

师的过程中考核对本土钢琴作品的演奏熟练度以及对作品

背后的文化内涵的吸收程度。通过这种方式，则可以一定

程度上规避掉“教师教学思维固化—本土化钢琴作品不被重

视—音乐评价教育体系中缺乏对本土钢琴文化的价值取向”

的恶性循环，提升音乐教师对本土钢琴作品的授课激情，弥

补传统西式钢琴教育下本土钢琴文化的缺席 [3]。

5 结语

高校钢琴音乐教育的本土化意义深远，但改革起来面

临的困难也很多。为从各方面提升中国高校学生的文化自

信，加快高校钢琴教育乃至其他西洋乐音乐教育的本土化，

应当引起教育相关人员的高度重视，因“乐”制宜，创造适

合钢琴文化本土化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在提升学生演奏

技巧的基础上，综合提升高校音乐学生的音乐素养、文化内

涵，保持钢琴文化的文化张力，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校

钢琴音乐教育的本土化道路。

参考文献
[1] 张瑞蓉,吉丽娟,秦芳.高校钢琴音乐教育的本土化研究[J].中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17-6):109-112.

[2] 李瑞.高校钢琴音乐教育的本土化研究[J].艺术品鉴,2019(9Z):2.

[3] 刘虹闰 .新时代下高校钢琴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J] .艺术科

技,20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