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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钢琴教学法课程实践
——以但昭义新路径教学法应用为例

且宜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  ：   钢琴教学法作为一门实用性较强的课程，主要培养学生作为教学者的专业能力，可以说是跟学生职业发展有着紧密的

联系。本文对高职院校钢琴专业的钢琴教学法课程进行分析，针对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能力与学习特点，剖析课程教

学现状，分析教学中的问题和不足，探讨如何在课程教学中结合但昭义新路径教学法，以提高教学效果，更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提高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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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Piano teaching method, as a highly practical course, mainly cultivat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s 

educators, and can be sai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students'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iano teaching method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 piano majors, focusing on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eaching, and explores how to combine Dan Zhaoyi's 

new path teaching method in course teaching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more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enhance their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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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对精神文明的需求日渐增强，钢琴作为音乐艺术的代表之一，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和喜爱。自深圳市委市政府在2004年提出建设“钢琴之城”，钢琴产业在深圳蓬勃发展近二十年，人均拥有钢琴数量居全国

前列。据统计，在深圳地区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考级活动中，2018年的报考人数将近是2003年的四倍，达到16016人。截至2019

年，全市有超过三百家注册钢琴培训机构，从事钢琴教育培训的教师达到一万五千人 [1]。深圳的钢琴艺术发展能够有现在的规模和成

就，除了深圳市有关领导部门的大力推动，也离不开但昭义这位“冠军教练“的努力，但昭义教授曾提出针对深圳钢琴事业的发展，要

有业余教育、专业教育和大赛活动三方面的支持 [1] ，这其中业余教育的影响力是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数量最多的，处于金字塔底端

人数最多的业余琴童的教学培训工作则需要大量的钢琴基础教师，对于高职院校钢琴专业的学生来说，初级钢琴教师是他们毕业后最理

想也是最对口的岗位。下面对目前高职院校钢琴教学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现有钢琴教学法课程教学的不足

（一）学生水平不高，教学效果欠佳

作为高职院校钢琴专业的学生，日后就业岗位主要为钢琴基

础教师，这需要有扎实的钢琴弹奏基础和基础教学能力，为启蒙

阶段的琴童打好基础是最主要的工作。但是高职院校学生自身的

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很多学生甚至只学过两三年钢琴就为了应对

高考而拔高程度学习一些相对较难的曲目，而忽视了基础训练，

导致看似能勉强弹奏三五首所谓的“大曲子”，但是实际水平却

连简单如音阶琶音等基本练习都弹不标准，如果以这样不扎实的

专业能力去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对于学生这种不牢靠不规范的

专业基础，在课堂上并没有先规范弹奏就直接教授教学法的内

容，等于在不牢固的地基上建房子，无法得到好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不贴合岗位需求

从我们以往的教学经验来看，现在的钢琴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内

容，与学生日后从事基础阶段钢琴教师职业所需的知识和能力素养

培养目标匹配度不高，所使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沿用本科院校以及专

业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法课程教学体系和内容，导致学生进入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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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之后用不上所学知识，不能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目前的教学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使用的教材老旧，其中的教学谱

例以及案例曲目难度较大，对于普遍自身钢琴演奏水平不高的学生

来说，内容比较难吃透，实际上手操作应用的空间不大。而在学生

日后实际工作中，大部分都是钢琴弹奏初级阶段的教学，不需要弹

奏多少难度大的曲子，而是需要对基础弹奏的知识点有深入的理解

和扎实的掌握，能够非常有条理有逻辑的吃透这些知识点；2.教学

内容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主要是专注于研究钢琴弹奏中某

几个要点，较少学习系统完整的弹奏方法，对于基础较薄弱的学生

来说，起不到系统培养弹奏和教学能力的目的，而学生必须对基础

弹奏的知识点有全面完整的认识，才有能力进行有效教学；3.整体

教学模式偏重理论学习，主要是老师讲学生听，缺少可以大量实践

的内容，学生的参与感不强，导致兴趣也不强，不能满足学生能力

的提升和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学生从学校的“弹”到进入职业岗位

后的“较”，是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

需要练习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目前对于这种能力的

培养基本是缺失的。因此教学效果总体来说并不尽如人意，很难达

到素质培养方式契合岗位需求的教学目标。以上几点不足，应该引

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我们需要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针对高职

院校学生普遍存在的基础薄弱的问题，在教学中找到解决办法。引

入符合他们的需求和能力的比较实用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根据学生

的特点因材施教，夯实基础，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胜任将来的

教学工作。那么如何找到一个系统的、科学的钢琴基础教程和教学

方法呢 ?钢琴教育家但昭义教授的《新路径钢琴基础教程》以及这

一套教学思路及方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法，这套教材及教

学方法突破了以前的钢琴教学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传统思维定式，

更有效解决学生基础薄弱问题，同时在实际教学应用中有更全面、

清晰的知识结构把握，有利于提升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

二、但昭义新路径教学法应用意义

但昭义教授在钢琴专业教学上的成就毋庸置疑，培养了李云

迪、陈萨、张昊辰等一批享誉全球的中国钢琴家，为深圳乃至中

国的钢琴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业余教学方面他也不遗余力，

结合几十年的教育经验研究出了一套集民族特色、科学性、系统

性、趣味性于一身的钢琴教学法，并与2016年出版了配套教材—

《新路径钢琴基础教程》（下简称《新路径》）。作为钢琴启蒙教

材，是一套全面的覆盖了从钢琴入门到基础阶段再到进阶阶段的

教材，教材中的各类训练都选择了音乐性非常强的乐曲，使学生

在技术训练中同时接受音乐教育，实现技术与音乐的协调发展，

音乐与技术两条腿走路。引用但昭义教授的说法即“用技术的瓶

装音乐的酒”。《新路径》作为一套为启蒙和基础阶段的习琴者编

写的教材，从零开始详细分解钢琴弹奏的每一个知识点，具有很

强的实操性和系统性，如果与高职院校钢琴教学法课程融合，可

以极大地解决现有课程教学中理论知识偏多、实操性不强、曲目

过难等弊端，能够使课程内容更加具有实用性，更加能满足学生

的就业需求。高职院校的钢琴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社会音

乐培训机构等初级教学岗位，在高职钢琴专业的教学法课程中，

针对学生水平不高的情况，第一个重点是教导学生对于钢琴弹奏

和钢琴教学要有一个清晰规范的认识。很多学生自身并没有规范

的弹奏基础，甚至还有很多错误的弹奏方式，以后就业从事教学

工作会误人子弟。所以首先要掌握科学规范的弹奏方法，提高技

能技巧，在规范自身的弹奏能力的基础上，学习用正确的理念和

方法去教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学以致用的过程 [3]。

三、《新路径钢琴基础教程》教学理念

整部教材是在但昭义教授编写的《钢琴基础教学纲目》基础上

展开，这其中包括全面基础、技术基础、音乐表现三个模块，详细

完整地讲解了钢琴弹奏所需要的技术技巧和音乐表达、以及艺术素

养的综合表现 [4]。可以说《新路径》是但昭义教授集自己多年的教

学经验，总结编写出的一套宏大而丰富的教学模板。《新路径》作

为承载但昭义钢琴基础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教材，是一部实操性

非常强 的教材，每一册的内容都有不同的侧重点。教材共分为四

册，第一与第二册为“启蒙与入门”，第一册的主要内容为认识乐

谱，手指支撑，以及手指走步，每个知识点下还有基本练习、游戏

（能力拓展）模块；第二册的学习重点是：1.学习技术，其中包括三

种基本弹奏法；2.学习音乐表现基础，包括强弱、声部层次、特殊

奏法、乐句、音乐结构等内容。这一册内容传达的核心要点是技术

与音乐二者缺一不可，音乐表现是弹奏钢琴最重要的一部分，技术

要为音乐服务。第三册与第四册是“音乐与技法”，进一步强调音

乐与技术的结合。第三册内容包括：复杂节奏、手指平衡、特殊技

法、乐句造型、手指灵活性、快速跑动等模块；第四册内容包括：

音乐特性分类与对比、音乐结构、高难度技法。第三册和第四册的

知识核心是音乐与技术的协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内容中既有弹奏

技巧上的进阶，也有音乐表现的深入发掘。可以说教材不仅从知识

技能上全面，在意识上也不断灌输正确的音乐表演的核心思想。除

了四册主要教材，另外还配有六册曲集，可供练习者根据学习程度

与教材配套使用，极大地丰富了曲目选择性并且满足了使用者的个

性化需求。此外教材中选入了大量的中国乐曲，能够加深学生对我

国传统音乐的理解，同时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以及民族自豪感，这

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5]。

四、应用方式

1.首先遵循《新路径》的核心思想，为学生灌输钢琴演奏是

音乐和技术相结合的理念，音乐和技术都是钢琴弹奏不可或缺的

核心要素，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弹奏和教学观念，学习钢琴既要精

进弹奏技术技巧，同时要明白音乐表现的核心是感受美，表达

美，用音乐的美去感染他人。只有深刻理解了弹奏钢琴的核心要

素，才能更好地规范教学。

2.将《新路径》当做一本学习训练指南来使用，对钢琴弹奏

从起步阶段有系统、科学的概念，对每一步的知识点有清晰的了

解。传统的钢琴教学方式是在曲目中学技法、学知识，这样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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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较为随机和零散，以弹奏曲目为主，每次都会接触不同的

技法和音乐处理，没有一个连贯系统的知识框架，这样的学习方

式对于基础较薄弱，学习时间不长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他们没有很长的学习过程去不断地打磨各种技术和音乐处

理，对于钢琴弹奏很难有一个整体又完整的概念。因此他们非常

需要这种把知识点单列出来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弹奏的知

识结构有一个清晰理解和认识，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3.教学法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训练规范学生自身的弹奏方

法，通过在校的学习，增强了学生实际应用的能力。学生进入职

业岗位，运用课堂上学习的理念和知识技能，在教学活动中加以

实施，按照知识点有效展开教学活动，能够较快地学以致用，最

终达到教学目标匹配岗位需求的目的 [6-7]。

4.优化课程内容，在传统教学中，弹奏时会根据曲目标注、要

求或者风格特点来选择用哪种弹奏法，只着眼于当下需要应用到的

某一种奏法。当学习下一首曲目时，我们仍旧用同样的方法学习，

曲目需要什么技术就学什么技术，类似于情景式的学习方式，这使

学习者对于弹奏法的总体概念不强，知识太零散，没有结构支撑，

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的概念，只对某一首特定的曲目有弹奏认识，

这样的学习效果不佳。而《新路径》的最具有特色的教学模式就把

弹奏知识点提炼出来，学习步骤是先学习弹奏知识点，再拓展练习

包含该知识点的曲目，先学习，再应用，能够更好地具象化每一个

知识点，让学生做到对弹奏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点都有清晰的认

识。以学习“弹奏法”为例，即钢琴弹奏中使用何种方式来连接音

符，也称“运音法”。在《新路径》三种基础奏法的课题中，非连

奏、连奏与断奏三种奏法被提炼出来，他们分别会发出什么样的声

音，什么样的声音对应哪种音乐形象、什么样风格的曲目，注重都

有非常明确的讲解，以及对应的练习。有了清晰的基础奏法概念，

就可以较准确地应用到具体的曲目中 [8-14]。

再以学习“音色”为例，《新路径》提出“四原色”的原则，

即在硬度、速度、重量以及方向四个方面来做不同的触键方式，

以达到表现不同声音色彩的目的 [4]，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非

常准确以及目标明确地达到演奏要求。

五、课堂教学模式

针对职业岗位需求的能力素质 ，教学法课程除了培养学生的

有完整的知识体系，还应该有较强的实践实操能力，即实际教学

的能力，因此在教学内容中，应该增加实践部分的内容。在《新

路径》“启蒙与入门”阶段的知识课题中，包含知识点解析、基本

练习，拓展练习、游戏环节等，既有理论知识的学习，又有需要

动手实操的基础练习和趣味弹奏，大大丰富了知识获取的形式，

这样有趣的教材也让教师在上课时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模式结合的

方法来组织教学内容。

1.讲授：针对《新路径》的每一个课题的第一项知识解析，

可以使用教师讲解、解析等方式来进行知识的介绍知识的概念、

原理等等，让学生对与知识点有初步的理性认识。

2.教师演示：进行课题第二步—基本练习，教师对第一步已

经讲解的弹奏知识点进行示范演示，并且讲述弹奏要点，让学生

直观地感受到书面的知识如何演变成实际的操作，把抽象的知识

具象化、形象化，让学生进一步理解使学生对知识点有进一步的

感性认识。

3.学生实操：1.弹奏实操，学生练习弹奏所学知识点，老师进

行指导，规范学生弹奏技能；2.教学实操，由学生充当老师角色，

进行分组教学模拟，互相指导同组同学学习和弹奏知识点。实操是

整个教学环节的重点，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对理论知识

有更透彻的理解，并且也提高了运用以及分析思考的能力。

4.教学评价：学生完成教学模拟后，进行教学评价，与传统

教学方式和内容作对比，探讨总结教学效果，优势与不足，提出

改进方式，做到有效教学反思，以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15]。

六、结语

钢琴教学法课程是钢琴专业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方向课，它

对学生日后走入职业岗位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基于高职院校学

生的特点和需求，针对现在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效果不佳的情

况，如何让课程内容更实用，更贴近职业需求，让学生能够学以

致用，提高实际应用能力，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昭义新路径教

学法在传统教学的模式上大胆创新，大大地提高钢琴学习的效

率，知识的结构性、教学逻辑性强，知识易于吸收并且便于应

用。将之应用到高职院校的钢琴教学法课程中，对于提高学生在

钢琴教学岗位上的教学能力，以及就业竞争力，起到非常积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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