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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学习是一个艰苦、系统而漫长的学习

过程，受外部与内部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些学

习者在不断重复、枯燥的练琴过程中，逐渐感

受不到钢琴艺术所带来的快乐，更多的是迫于

家长及老师的压力，把学琴当成一种负担，应

付了事，学习的效率自然也不会很高。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钢琴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

定的；另一方面是由学生、家长、教师以及教

育方法、教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其中，

教师在整个钢琴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影响至关

重要。在教学实践中，如果教师机械地进行灌

输式教学，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

教师必须抓住学生的学习心理，引导学生感受

钢琴学习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化被动学习为

主动学习，这样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一、兴趣的培养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一个人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会

愿意为之努力付出，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

兴趣是激发学生产生学习钢琴并乐在其中的动

机。兴趣培养在钢琴教育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因此，在钢琴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培养

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教学的出发点和指导原

则，不断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

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让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快乐和满足。对此观点，虽

然钢琴教师们都很认同，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大多数仍是以钢琴技能的训练和提高为主要或全

部授课内容，甚至有一些教师把学生的考级证书

和获奖证书作为验证个人教学水平的唯一手段。

教育方法短视化和功利化，虽然短期见效，但从

长远看势必磨灭学生原有的学习热情，甚至会使

学生产生厌恶和抗拒心理。因此，调动和呵护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进入自觉自愿的学习状

态，才是提高学琴效率的支点所在。

二、注意力的培养
马克思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天才，就是

集中注意力”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钢琴教育中。

在钢琴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不同的教学方

法和手段，提升和稳定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

能够抵制自身以及外部的干扰。可以利用钢琴

教材上的插图，给学生绘声绘色地讲一个与教

学内容相关的小故事，来增强学生对作品的理

解。在示范乐曲时，可以根据乐曲不同的风格

和曲调，随之变化情感，帮助学生形成一个完

整的音乐形象。当遇到钢琴弹奏中的技术难点

时，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耐心地引导，并给予适

当的鼓励与奖励。当然，还要注意学生信息的

反馈。如果，学生目光呆滞，表现出不感兴趣；

或情绪烦躁、焦虑，表现出对所学的新内容不

能理解与接受，难以集中注意，就要及时有针

对性地调整讲课的方式、内容和节奏及说话的

语气、语调。注意力品质较好的学生，在课堂

上，会比较专注、认真，思维比较活跃、积极，

能跟上教师的讲课思路和节奏。注意品质是在

教学过程中逐步培养和形成的，它是学生建立

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演奏技能和水平的基础。

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克服不良的注意品质，

培养良好的注意力。

三、独立性的培养
不断、反复的练琴是获得弹奏技能的必经之

路。然而，许多学生在练琴的过程中，过分地依

赖授课老师、陪练老师及家长的陪同与指导，每

当遇到问题或难点时，就交由老师或家长处理。

这样的练琴方式，虽然在短期内会收到一定的学

习效果，但并没有调动学生的参与性与积极性，

学生是机械、被动地练琴，缺少了独立思考的过

程，逐渐也就使其失去了学琴的乐趣，学习效率

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在钢琴教学实践中，教师

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练琴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帮助他们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教

师的作用是授之于“渔”，要把握好教与学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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