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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ystem, piano teach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quality education. Piano 
teaching can not only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but als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vel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It has very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field of curren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education and piano teaching,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piano teach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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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钢琴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钢琴教学不仅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体验和艺术修
养，还可以促进学生专业水平和综合素养的提升，在当前教育教学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论文主要针对素质教育与
钢琴教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希望能为钢琴教学活动的广泛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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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钢琴教育教学是着重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实

践型学科，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智商和情商，在素质教育广

泛推行的背景下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从当前钢琴教学活

动实际开展情况来看，受到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的影响，

导致当前钢琴教学课堂氛围和教学质量不佳，难以全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艺术素养。因此，需要加强对素质教育与钢琴教

学之间关系的探究，明确钢琴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具体

的对策进行解决，充分发挥钢琴教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

用和价值。

2 钢琴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意义

2.1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钢琴教学活动在素质教育中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

动手能力，钢琴演奏需要表演者具备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协调

能力。随着钢琴这次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可以全面提升学

生的实践水平，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由

此可见，高校钢琴教学活动与学生艺术素养的提升有着十分密

切的联系，在高校素质教育体系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

2.2 提高学生的个人素养

在学生教育教学活动当中广泛引入钢琴教育，还可以进

一步优化学生的心理状态，学生可以通过对钢琴曲目的学习

和欣赏，升华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舒缓学生日常

学习的紧张感和烦躁感，使得学生能够保持积极主动的态度

参与到日常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来。同时，钢琴教学活动还可

以进一步拓展学生的视野，学生在进行中外曲目品评鉴赏的

过程中，通过学习曲目的内涵和人文背景，可以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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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艺术作品成就的理解，学习更多的人文理念，拓展学

生的事业。另外，钢琴教育教学活动还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优秀钢琴作品人的品性和人

格能够在无形当中影响学生的人格养成，使得学生可以在潜

移默化的过程中完成品性的塑造 [2]。

2.3 培养人的精神气质

钢琴教育是一门高雅的艺术，不仅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

升华人们的道德素养，而且还可以通过动听优美的音乐对人

的情操进行陶冶和培养，对学生进行感染和熏陶。同时，在

钢琴日常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培养学生听力、速度、节奏、

旋律、读谱、感情、表现力和理解力等相关综合音乐素质，

提升学生的整体审美品位。学生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还需

要进一步的了解音乐的历史背景以及作曲家的生平作品和曲

目的人文内涵，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音乐

作品的感悟，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文化修养 [3]。

2.4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钢琴教学实践性较强，通常需要结合理论和实践共同完

成钢琴曲目的学习，学生要想能够独立完成曲目的弹奏，必

须要不断练习和反复训练，不断提高和巩固弹奏的技能，仅

仅依靠课堂上几十分钟的讲授是远远不够的，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帮助学生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使得学生可以通过正确

的学习方法进行独立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3 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钢琴教学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

3.1 缺乏明确系统的培养目标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开设钢琴课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

的艺术修养以及钢琴演奏能力，使得学生可以在将来步入工

作岗位时掌握一定的专业能力。钢琴教育的培养需要结合学

生专业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来实现，但是从当前钢琴教学活

动开展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师只是随机地选择一些教材

中的曲目进行教授，缺乏对理论知识以及衍生技能的重视和

教育。学生在学会钢琴之后，往往需要利用学到的知识进行

歌曲创作和即兴伴奏，但是很多教师并没有结合学生的实际

专业特征以及未来工作的需求制定系统完善的学习目标。在

教学时，只是按照课本的顺序，由易到难的进行曲目的教授

和练习，缺乏系统清晰的规划，影响学生后续学习的进度。

在这种教育教学模式下，学生只能掌握一定的弹奏技巧和能

力，缺乏曲式分析能力和即兴编创能力，也无法全面开发学

生的思维，难以发展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艺术素养 [5]。

3.2 钢琴教育教学内容没有结合学生素质的变化

随着素质教育教学体系的日益完善，音乐教学在教学体

系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

钢琴教育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整体教育教学水平已经获得

了明显的提升，很多学生经过专业的培训已经掌握了扎实的

基础和一定难度的乐曲知识，钢琴教育也逐渐步入了繁荣阶

段。但从当前钢琴教育教学活动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一

些风险和问题，传统的钢琴教学内容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而

创新，现有的钢琴教学活动无法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教学

体系的改变和变革使得学生的综合素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

钢琴的教学内容却没有改变，导致教材选用和学生实际素养

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影响钢琴教学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6]。

3.3 缺乏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的创新

目前，钢琴教学活动仍然采取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

教学手段单一，过度重视学生弹琴的节奏、手型以及指法，

导致学生在训练和弹奏的过程中会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观察指

法和手型方面，而忽略了钢琴艺术本身的内涵。在作品弹奏

的过程中，缺乏自身感悟以及情感的融入，无法传达出作品

的真正内涵，难以体现音乐的价值，导致弹奏出来的曲子苍

白寡淡，难以吸引听众。其中，当前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的

过程中给学生布置要大量练习的曲子，而且要求学生在短时

间内完成曲子的演奏，认为只有高强度的练习才能够提升学

生的专业技能，但是学生接受能力和消化能力是有限度的，

为了完成教师的要求，通常只是将曲子机械的练熟，并不会

去分析曲子的情感、内涵、主题以及演奏方法，不仅影响学

生创造思维的培养，而且还无法培养学生系统的演奏能力和

分析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音乐的表达能力和审美能力。

4 素质教育背景下提高钢琴教学质量的相关

对策

4.1 优化创新教育教学手段

在钢琴教学的过程中，需要转变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

将新的技术和教学方式引入钢琴教学体系当中，从而能够更

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一，可以

将声像多媒体技术和数码钢琴技术等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

逐步引入到钢琴教学课堂，从原有的口传心授式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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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多媒体教学方式，从单一的授课制转变成开放式教学。

第二，还需要不断拓展书面教材的内容和体系，将原有的书

面教材转变为声像教材，使得学生可以获得更加生动的课程

体验，为学生提供广泛的音乐内容、形象、风格和意境，使

得学生可以更好地体会钢琴教学的美感，提高课堂教学的效

率和质量，优化教学过程。

4.2 强化钢琴曲的功效

在钢琴教学过程中，素质教育的实施是一个自然渗透的

过程，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形式和要求。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需要重视起作曲家的人格魅力，并有意识地指出对学生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可以在课堂中引入世界上获得成功

的一些钢琴家和作曲家的事迹形象以及个人魅力，使学生可

以在学习钢琴知识的同时获得一定的人生感悟。钢琴教育与

素质教育的结合在现代教育教学体系优化和改革过程中有着

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应用感人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文学语

言以及作曲家的个人魅力和审美直观的文学手段，可以更好

地引导学生和激发学生。在学生个人性格的养成过程中将已

知的营养注入其中，使学生可以在练琴学习音乐的同时，进

一步实现人格的完善，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使学生的思想精神可以逐渐上升为道德力量，完善学生的生

命走向，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4.3 开展个性化的教育教学活动

钢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开

展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教学。根据学生的情商、智商以及个人

能力，有目的性的加强教育教学的各项环节，并在教学过程

中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学习机会，使得学生可以有

效适时地将理论知识付诸于实践，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

习效果。

4.4 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

钢琴教师教育水平和教学素质直接关系着钢琴课程的教

学质量。因此，要想充分发挥钢琴教育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

作用和价值，必须要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

教师的专业素质不仅体现在专业能力方面，还表现在教师的

职业道德和言谈举止当中，教师需要不断的反省自身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突破专业方面的壁垒，研

究新型的教学方法，能够通过个人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达到学生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同时，学校还需要加强对教

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考核，建立行之有效的绩效考核制

度，提高教师不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教师能够掌

握当前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另外，学校还需要为教

师提供外出学习和外出交流的机会，使教师可以不断学习新

思维和新理念，从而能够进一步丰富课堂氛围，加强学生对

钢琴学习的兴趣，并在钢琴演奏过程中投入自身的情感，真

正享受到钢琴所带来的乐趣。

5 结语

综上所述，素质教育与钢琴教学的结合能够进一步实现

素质教育的目标，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对于学生的健康成

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加强对钢琴教育的重视，明确

当前钢琴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进行解决，充分发挥钢琴教育教学活动的优势，从根本上提

高教学质量，促进钢琴教育教学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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