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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东西方经济文化文明交流发展的进程中，钢琴于明朝

万历十一年（����年）由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传入中国。

而后钢琴由陌生的乐器逐渐被人所知。在历经明朝和清朝两朝

的历史积淀和社会传播，中国民国时期的几所国立音专以及相

应的学堂学校开始有教师进行相应的授课，慢慢的钢琴进入了

中国的教育教学中。在现代中国，钢琴几乎成了每一个中国学

生必学的乐器之一，可是由于西化教材的根深蒂固，中国风或

中国式钢琴教材的缺乏，长期以往的固化教育教学方法，使得

现在许多教师的教课方法停滞不前亦或是教学方法模式的僵化

都是现在中国钢琴教育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

2.1�中国教育钢琴教育教学的现状

������学校教育教学方法陈旧

由于历史遗留的各种西化教材和教师们一直使用以前的

钢琴教育教学方法，并且由于教师们的惰性以及提升渠道等

方面的问题，使得教师们使用单一陈旧的教育教学方法。

教师们在综合院校或者专业院校学习钢琴，有时候也会

因为不系统不专业的学习而导致自己不够专业。这些教育教

学方法对本该专业的教师们，开始一定的误导，甚至教师们

其实连钢琴的各个流派都不太清晰，这就是音乐素养的问题。

在老教师们自身就没有学好的现状下进行教学必然会使

得后辈们不专业，而后辈的教师们在他们进行教育教学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一个好的方法的，应该学习别人的长处然后再完善

自己。“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理念应该秉持在我们这些

青年教师们的心中 >��。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更新教育教

学方法。现在网络的发达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钢琴教育相对较

好，有流派的影响，其方法会不断创新，我们应该去学习。

������市场的断层和调控失衡

钢琴教育市场是一个水非常深的行业，甚至非音乐专业

的学生亦或是教师也开始进入这一行业进行从业。这是非常

不好的事情，这些非专业的并非是说他们专业不好，而是他

们的音乐素养不是很完善，这里也不排除非专业学生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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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前中国鱼龙混杂的钢琴教育市场中，中国钢琴教育教学现状错综复杂，专业教师们的方法面临着掣肘，当务之急是市场
的自我调整和相关部门的监管以及专业院校的教学调整，在这些外部因素的驱动之下，教师们需要自我驱动。论文做了两方
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对中国钢琴教育教学的现状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中国钢琴教育教学方法创新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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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好的，但是教学质量良莠不齐。这就会造成，劣币驱逐

良币的现象开始出现，市场上的家长比较喜欢学生拥有外化

的展示，而不在乎学生是否学习到了真实的技能和音乐素养。

于是专业的学生和教师开始跟随市场的变化对自己进行调整，

有的培训机构学生非常多，给教师加课排课，尽管实际上教

师们的确赚到了课时费，然而他们有时间去更新自己的教育

教学方法吗？

市场和相关政府单位也没有做到很好的监管调控的作

用，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可以自己进行调控，但是现在出

现了失衡，又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这只会造成钢琴教育教

学方法一直都在原地踏步，没有人对这样的教育进行创新，

像一潭死水。尽管有一些部分人会去做这样的创新，可是人

家连饭都吃不起，他们真的不会随波逐流或者是改行吗 >��？

������相关单位的失职和不作为

论文并不是针对某一个地方的钢琴市场教育，而是笔者

亲身下沉市场在中国西安市三四个不同区的培训机构进行了

社会实践调查活动，最后得出一定的结论和学习成果。

从事教育行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以及教育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从业人员是没

有资格进入该行业进行教育的，然而由于市场和相关单位的

失职和不作为，而导致这一行业乌烟瘴气。大量的培训机构

招录教师要么是在校大学生要么就是无证上岗人员。

这样的大环境只会让真正从事钢琴教育教学行业的教师

们心寒，最后他们在和市场进行负隅顽抗中要么继续贡献自

己的力量继续创新更新教学方法，要么他们开始退居国家队

列亦或是转行到别的行业 >��。

3�建议之中国钢琴教育教学方法创新
3.1�相关院校的改进

中国大陆地区的音乐艺术学院亦或是综合性大学中不缺

乏有真心做钢琴教育教学的，但是由于市场对于学生的要求，

它们也是进行了一些改进。但是笔者提出以下的相关院校的

改进。

①编撰适合中国学生和具有中国文化的钢琴教材；②积

极和中国港澳台及其他国家院校合作，学习更新的教育教学

方法，转化为适合中国学生学习的方法，在其基础上进行相

关的创新 >��；③增加学生的相关实践，让学生不仅仅只是在

学校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应该多增加考试考核演出比赛等，

从外部促使学生具有创新意识；④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学习中国民族民间乐器的教育教学方法，推陈出新；⑤跨学

科合作，其实每一个专业都是彼此联系的，我们需要向别的

专业进行学习如教育学心理学等，这些的教育教学方法都是

对钢琴教育教学方法的更新是内核和最大化的更新的 >��。

3.2�市场的自我调控—促使教师进行自我更新

市场具有自我调控的能力，当这个市场出现了非常异常

的断层以及固化僵化的教育教学方法，相应的消费者开始会

反思他们当初选择的是否足够专业，这就会从主因上使得那

些培训机构以及教师们的自我思考以及自我更新。消费者的

孩子们也会从课程的进度开始了解教师们的专业能力，教师

们的专业能力到了他们的瓶颈甚至学生的技能都超过了教师

们的时候，教师们难道不需要去进行自我更新吗？答案显而

易见，是会的。

3.3�相关部门的监管

由于市场过于庞大的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关部门其

实有时候也不能做好监管，但是最初开始要从源头抓起，其

营业执照的发放、师资的录入、民办学校教育部门和工商部

门应该双管齐下。正是由于培训机构的特殊性，有时候工商

和教育会互相踢皮球，因为这中间涉及相关业务的覆盖，有

一些类似于以前的三不管地带那样的性质。但是教育市场并

不能这样进行操作，相关的部门就应该做好自身的职能，不

能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该地区的孩子学

习的专业性何去何从，教育公平从何说起？

所以，相关部门不但需要从源头抓起，更要注重师资的

数据录入，加大从业资格人员证件审查，禁止三无人员，甚

至缺少相关资格证的人员。这样的操作之下，会促使一部分

的专业教师进行教师资格证的考取，本身他们是专业的，但

是从法律和行业都是不允许不持证上岗的。这样会促使他们

在音乐素养和专业上获得进步和成长，相关的教育教学方法

也会得到更新。

4�结语

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现在在大方针下的弘扬优

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下，教师们应该不断地创新自己的

教育教学方法，学习更多的教育教学方法，这样才能教好学生，

恢复市场的正态化。如此美好的时代，教师们应该珍惜当下，

学好专业技能，创新教育教学法，做好一名教书育人的教师，

同时也要注重实践，这才是新时代中国的优秀钢琴教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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