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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imes are progressing and the society is develop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t meets the needs of teachers’ 
daily teaching work. Teachers should discuss more teaching models to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Therefore, in the 
piano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can introduce the classroom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n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passion and create a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piano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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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它满足了教师日常教学工作的需求，教师要多进行教学模式的探讨来提
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在高校钢琴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课堂导入，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创造一
种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论文针对高校钢琴教学方法作出研究，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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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钢琴的学习，学生必须将其作为重要的必学课程。

因为对于感受弹奏的学习，不仅是学习知识，更是为了提高

自身的音乐素养，奠定良好的学习基础。因此，钢琴的学习

对于学生以后学习知识是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学生必须努

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仅仅

这样还是不行的，要知道他们在学校的时间非常有限。教师

要努力探索方法，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能在有限的时间

内学到更多的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2 现阶段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的发展现状

现阶段，人们越来越注重对音乐兴趣的培养。中国相关

政府部门也大力支持，给予相应政策去鼓励，社会上也经常

去组织一些音乐活动，去激发学生们对音乐的兴趣。大学的

学生一直在努力学习，发展自己，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快

速地培养艺术兴趣。各级工作人员对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越

来越浓厚，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教师在教育学生时也会出现一定的教育问题，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也会出现差错。接下来对于两者的问题我们进行一

些探讨，以便让教师更有经验去教育学生，学生更有兴趣去

学习 [1]。在音乐教育专业中，学生本身的音乐素质具有明显

的差异性，钢琴基础参差不齐。学习钢琴演奏的主要目的在

于提高演奏能力。目前，钢琴教学难度比较大，学生学习能

力较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没有正确认识到大学生的

年龄问题，在教学中无法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

效果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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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琴音乐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1 学生没有音乐基础

基础不够硬。对于钢琴弹奏的教育问题，更多的是简单

地通过钢琴弹奏去学习一些歌曲。但是这对于大多数学校并

不是简单的问题，因为学校的设备有限，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教师在进行教育时很难出现良好的教育效果。基础打不好，

学生对于钢琴的兴趣就会逐渐下降。久而久之，更不愿学习

钢琴弹奏，荒废了大学的美好时光。就这样，慢慢地进入恶

性循环。

3.2 教学制度不够完美

现在的许多学校都意识到了音乐素养以及钢琴素养的重

要性。但是教学模式还是比较单一、传统。这样虽然可以加

快学生的音乐课程的进展，但是却没有一定良好的教育效果。

因此，要根据具体问题对学生进行教育，可以制定不同的教

育方案，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4 改善钢琴音乐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大学院校的学生，在面对繁忙的学业时，还是要寻找时

间去学习钢琴弹奏课程。对钢琴的学习可以陶冶学生自身的

情操，减轻学习压力，更对以后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因此，

学生要努力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4.1 重视对钢琴音乐弹奏的练习

在课堂上，要努力学习教师讲解的知识，掌握弹奏技巧。

在课下要努力去练习，借助高科技产品去学习。利用高科技

软件，可以很好地练习钢琴音乐弹奏，提高音乐节奏感。

4.2 改善传统的教育模式

传统的教育模式严重限制了学生的学习。教师在授课时，

要多去创新，提高课堂的趣味性，选取流行的歌曲。对于不

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案，让学生充分发挥自身才能，

更好的发展自己。

4.3 训练科学的弹奏方法

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琴声中含有嘈杂声，主要是由于学

生没有掌握正确的演奏方法。为了增强钢琴声音与语言的艺

术化，使听众更容易理解与接受演奏的作品，必须深入掌握

触键技巧。音色和音量变化，会带来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蕴

含的感情意味深长。因此，在音乐教育专业教学中，教师教

学的关键在于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弹奏方法，其目的在于使钢

琴发出丰富生动的声音。不同的触键会引起不同的音色和音

量变化好。钢琴弹奏者必须掌握不同的触键手法，在演奏过

程中，才能充分体现出钢琴演奏的艺术性 [2]。

连奏、非连奏、跳奏是基本的触键法。在连奏中，手指

触键的速度比较慢，在弹奏完一个音时，手指必须保持微小

重量在键底，为弹第二个音提供支点，接着将重量转移到第

二个音进行触键。同时，用弧线来标明乐谱。连奏广泛应用

于钢琴音乐中，它可灵活表现出类似于人声和弦乐的声音效

果。在不是连奏的情况下，音与音之间无连接性，触键后，

手指重量大多不保留在键底，音值弹足后，手指应及时离开

琴键，弹奏下一个音。在弹奏中，应该保持较大的手指触键

起落动作，加快触键的速度，使所有音质表现出颗粒性。与

连奏和非连奏的触键速度相比，跳奏的触键速度比较快，与

弹音符 1/2 时值跳音相比，跳音中弹音符 1/4 时值的顿音触键

速度更快。反弹、手指、腕部、下臂、整个臂部弹法是常用

的触键方法，此跳音的弹法使音乐的表现力更加丰富生动，

使音乐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此外，

应拓展音乐教育专业的内容范围，选择创新的教学素材，培

养学生的创造力，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水平，选择符合实

际的钢琴乐曲，不断拓展学生的学科视野。

4.4 学生要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明确教学内容

对钢琴弹奏的教学中掌握一定的技巧，了解歌曲背后的

故事，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列定提纲，

明确教学内容。学生们要对未来钢琴的弹奏学习充满信心，

对自己充满信心。

4.5 运用多媒体技术

与枯燥的知识型教学方式相比，学生往往对生动、有趣

的教学感兴趣，尤其是喜欢教学内容以图片、视频以及声频

的方式展现出来。这些都是关于多媒体技术方面的应用，它

能够吸引学生充分参与到学习当中去。因此，教师在进行多

媒体技术的应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了

解学生的钢琴水平和学习兴趣。例如，高校教师可以使用多

媒体技术给学生播放一些钢琴演奏作品，让学生切实的感受

钢琴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可以通过视频向学生

展示中国和国际钢琴名家的成名事迹，让学生了解不同钢琴

家的成长历程，鼓励学生在钢琴练习过程中的创新学习，提

升学生的钢琴水平。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更容易了解学

生的问题，了解并且解答学生的疑惑，不仅加快了课堂进度，

也让学生积累了更多有关钢琴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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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高校应该加大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资金投

入，建造多媒体教室，购买足够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完善互

联网体系，安装多媒体教学的软件，为钢琴教学提供足够的

资源，使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能支撑高校钢琴教学工作的开展。

其次，高校多媒体技术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也是一个复

杂的任务，应该健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体系，使多媒体技术

进入高校课堂能够做到规范化、合理化，制定科学的应用方案，

在钢琴教学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作用。为了

提升教学质量，教师们应该更加关注钢琴教学内容。如果以

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课堂教学，若想提高钢琴教学的质量，

让学生在课堂有限的时间里学到知识，教师往往会通过语言

的描述和演示传授学习钢琴知识和方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给教育工作带来了教学模式的创新，它能够使无法语言描述

的知识变得真实有趣，教师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钢琴弹奏活动中。

最后，教师在这一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观念，了解多媒

体技术应用的意义，虚心接受多媒体技术教学方式。在多媒

体技术的支持下，明确教学的方向，查找并补齐钢琴教学中

的缺陷，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多媒体技术使中国钢琴教学工作迈向了新的台阶，提高

了学生的整体素养。在进行钢琴教学工作之前，教师运用多

媒体技术进行教授钢琴的主要目的是渲染课堂的气氛，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例如，教师在讲解相关的钢琴知识之前 先提

出问题，让学生回答自己最喜欢的钢琴演奏家，然后利用多

媒体技术播放钢琴家的演奏视频。一方面，让学生对自己喜

欢的钢琴演奏家有进一步的理解，进而为自己树立一个榜样，

激发学生的斗志。另一方面，让学生了解相应课堂的教学内容，

营造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这也促进学生音乐素养的提升，

为未来学生的进行钢琴演奏打下基础。在课堂上，教师提出

问题，然后让学生进行合作探讨。通过多媒体技术的帮助，

自主解决问题，随后教师作出指导，改正学生钢琴演奏的不足。

在钢琴课后，教师要鼓励学生利用多媒体技术去了解更多的

关于钢琴练习的技巧，通过观看视频，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3]。

5 结语

总而言之，学校要多创新教学模式，高校的钢琴教学体

系已经逐步接近信息化、数字化。高校钢琴教师应该正确面

对这种教学形势的改变，虚心学习新的教学模式，研究出新

的教学方式，便于合理的应用多媒体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促进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将多媒体技术的优

势充分发挥出来。政府也一定要大力给予政策去鼓励与支持；

学生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明

确教学目标，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

发展，为祖国做贡献。

参考文献 

[1] 方琪 . 大学教育专业的学生钢琴弹奏技能的培养 [J]. 大学教育 ,

 2019(01):54-55.

[2] 高宇哲 , 姜丽新 , 陈娟秀 .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技能课梯式教学的研

究与实践 [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02):125-126.

[3] 马永刚 . 大学教育专业学生钢琴弹奏技能的培养 [J]. 读与写 ( 教

育教学刊 ),2017(09):32.

DOI: https://doi.org/10.26549/iptm.v4i5.6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