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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中，教育领域也迎来了一次新的变革，其中，高职钢琴音乐教育也经历着从传统范式向数字

生态的转型，这不仅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还是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基于信息化背景下

的高职钢琴音乐教育创新的原则、基于信息化背景下的高职钢琴音乐教育创新的策略旨在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的需

要，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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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as witnessed a 

new round of transformation. Piano mus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paradigms to digital ecosystems, which not only aligns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but also meets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innovating piano mus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aiming to better meet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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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信息化不断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正改变着教育的方方面面。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传统的高

职钢琴音乐教育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会，也为其带来了多元的创新可能。传统的高职钢琴音乐教育模式，往往受限于教学资源的有限

性、教学方法的单一性以及教学时空的固定性，难以充分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也无法适应时代快速发展对高素质钢琴音乐

人才的要求。而信息化技术的融入，能够打破这些传统束缚，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广泛共享，让更好的教学内容跨越地域限制，

使更多的学生可以学习到。因此，本文通过深入探析基于信息化背景下的高职钢琴音乐教育创新策略，不仅推动了高职钢琴音乐教育的

与时俱进、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迫切现实需求，还培养了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钢琴音乐人才。

一、基于信息化背景下的高职钢琴音乐教育创新的

原则

（一）差异性

成长经历、受教育经历的不同，使学生作为独立存在的个

体，在钢琴课堂学习中也成为呈现出不同的诉求与训练效果。基

于此，在深化钢琴教学改革的实践中，高职教师应秉持“以人为

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基于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性，

及时调整、优化教学方法，从而确保钢琴课堂教学符合高职学生

的发展水平，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科学合理的教学服务与指

导，帮助学生在钢琴学习中实现全面发展 [2]。

（二）主体性

主体性原则，要求音乐教育专业教师在课程改革中充分彰显学

生的主体地位，并通过积极发挥自身的榜样示范作用，将学生从被

动的学习状态中释放出来，引导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进行积极的表演

与实践 [3]。对此，音乐教育专业教师应对接职业技能大赛的培养标

准，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有效满足学生的

不同发展需求。同时，专业教师还应注重课堂教学的互动性、趣味

性，引领学生在自主探究、自主学习中，加深自己对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的理解，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钢琴演奏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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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信息化背景的高职钢琴音乐教育创新的策略

（一）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时空突破

在传统的钢琴教学中，教师只是按照自己的教学大纲、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授课，这不仅不能够满足每个学生的

个性化需求，还不能使学生随时随地地探索音乐内容。现如今，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师可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等三个

阶段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以此来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4]。

在课前阶段，教师可通过线上平台为学生发布本节课需要讲述的

内容，并列成一个任务清单，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学生可以按

照教师布置的预习任务进行预习，另一种是学生可以自己寻找与

之相关的内容，这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还能够精进学

生的专业水平 [5]。在课上阶段，教师先对学生的线上预习进行了

解，并基于此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组建钢琴即兴伴奏团队，让学

生可以更好地了解教师的教学内容。例如：教师在爵士乐即兴创

作讲课的过程中，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可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来建立和声框架，并能够实现主奏与伴奏的实时配合，

以此来更好地了解教师的教学内容 [6]。在课后阶段，学生进行自

主的练习，并将其练习结果上传到评价系统当中，以此来更好地

评价学生在教师课堂教学内容当中的掌握情况。例如：有的学生

将《哈农练指法》练习的内容上传到系统当中，让其进行分析，

并生成一个改进的报告。学生在基于这个报告进行持续不断的练

习，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能够让学生更好地

进行反思，从而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7]。

（二）打造立体化教学资源库，拓宽音乐文化视野

高职院校可通过建立钢琴音乐资源库的方式，来让学生可以随

时随地学习，以此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 [8]。在课程资源模块，

高职院校不仅会上传本校的上课内容，还会上传其他院校优秀的教

学内容，从而让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问题，更好地了解其中

的内容；在国家交流模块，高职院校可通过上传全球顶尖音乐院校

的公开课视频和国际钢琴赛事直播回放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钢琴在

国际上应用都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从而更好地将其与本校的知识

进行结合，形成自己对于钢琴内容的理解；在交流沟通模块，不同

学校的学生会将其中有问题的部分讲述，让知道的学生进行回答，

这不仅会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还能够在对别人回答的过

程中深化对于内容的分析，更能够在与其他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有一

个新的分析角度；在实践模块当中，学生可以自己选择是 VR虚拟

的实验室，还是企业提供的真实案例，这不仅能够使学生在真实的

场景当中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还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强团队

协作能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

方式，不仅能够使学生随时随地地学习，还能够使学生畅所欲言地

表述，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9]。

（三）推行项目化学习，强化实践创新能力

教师可让学生使用 DAW软件来完成编曲和混音的全流程。

教师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选择自己想要完成的作

品，例如：有的小组在创作《未来狂想曲》时，将钢琴的颗粒性

音色与电子合成器的脉冲波相融合的同时并用琶音器模拟星云流

动的质感，以此来创新性地表述自己对内容的理解，从而提升其

创新能力；有的小组在创作《未来狂想曲》时通过 Musescore等

工具，不仅将混响融入“哥特式教堂”的声学空间，还将模拟柏

林爱乐大厅的黄金共鸣点，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内容，还进行了

创新；还有的小组在创作《未来狂想曲》时，从理解傅里叶变换

的声学原理方向进行展开的，以此来更好地展现他们对审美内容

进行展现 [10]。教师通过《未来狂想曲》这一个内容，让学生从

不同的角度进行展现，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还能够更好地了解到不同学生的想法，从而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

育 [11]。

（四）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实现过程性精准诊断

传统的钢琴评价，都是以教师为主进行展开的，这只能考查

学生技能掌握的情况，不能够结合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行全面的分

析，但是现如今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

术对学生进行评价 [12]。一是，教师可通过智能评分系统来对学生

的课上表现情况、课下内容完成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这不仅能

够使教师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情况，还能够根据这个报告来更好地

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以此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 [13]。二

是，教师可让学生将自己练习的内容上传到 B站、抖音等平台，

并统计陌生人对该内容的弹幕、点击量以及评论，以此来更好地

看到陌生人对于钢琴的喜爱程度 [14]。三是，教师可在每学期的

开始来为每个学生建立一个“成长档案袋”，并将学生每一次的

进步、每一次提出的创意、每一次的综合表现情况、每一次的与

学生进行分享来进行记录，并定期将这个内容反馈给学生，让学

生可以更好地了解到自己的学习进步情况，从而增强学习的自信

心，更好地投入到学习当中，更乐意去学习。教师通过这样的评

价方式，能够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进行

改正。

（五）实施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工程，推动教学相长

教师能力的水平对于学生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高职

院校可通过提高教学综合能力的方式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

一是，高职院校可通过开展技术专项培训的方式，来让教师能够

具有将复杂的技术转化为可迁移的教学能力，这样可以更好地对

学生进行教育。教师针对自己不理解的问题，不仅可以与其他教

师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可以与专家学者进行沟通，这不仅能够提

高教师的专业技能，还能够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15]。二

是，高职院校组织教师参与国际数字音乐教育峰会，让教师可以

更好地了解到最新的政策性文件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改变自己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以此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三是，

高职院校可通过建立数字资源库的方式，来让教师可以利用自己

的空闲时间进行学习，这不仅能够使教师了解到自己哪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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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还能够不断地改进，从而更好地提升自身的能力。

三、结束语

本文既是职业教育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又是音乐文化

在数字时代永续传承的创新实践。唯有持续推动技术与艺术的共

生进化，方能让高职钢琴教育在信息化浪潮中奏响属于这个时代

的华彩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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