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心理效应在古筝教学中的应用

古筝教学是器乐教学中的一个门类，学古筝可使人聪明，思维敏捷、情操得到陶冶。近

些年学筝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在实际学习中，学生初始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来学，可

学过一段时间后学习兴趣减退并且越学越难，每天都需要练琴，坚持三五个月容易，可坚持

三五年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很多学生就产生了厌学，既而就不再学了，这就是目前古筝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古筝教师的我，也不断反思自己的课堂，怎样才能保护好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热情继续学下去呢？

一、 运用首因效应，抓住学生学习古筝的兴趣

首因效应也叫首次效应、优先效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一印象。首因，是指首次认知

客体而在脑海中留下的第一印象。首因效应指的是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最

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影响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扮演重要角色，要重

视首次感知的“黄金位置”，讲好第一句话，上好第一节起始课。起始课最重要的教学目标

就是让学生对器乐学习感兴趣。

例如，在上第一节古筝课的时候，老师可以像讲故事一样给学生们说说古筝的构造、历

史等，或让学生自己抚弄琴弦听听古筝的音色，增加学生对乐器的感官认识，加深印象；再

次，老师可以演奏几首学生熟知且有一定难度的乐曲来激发学习的兴趣和对老师专业技能的

崇拜，为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最后，还可以请几位有一定基础的学生代表为新生们示

范他们学过的脍炙人口的儿歌，这些旋律一想起就紧紧抓住孩子们的心灵，坚定了他们的学

下去的信念和勇气。

二、 运用贝尔纳效应，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启发

英国学者贝尔纳天赋极高，他具有天章云锦般的想象和深刻过人的洞察能力。据说，他

提出的问题，抛出的思想可以使他不止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他把问题都留给他人去解决，

成就了他人登上科学的高峰，此举被称为 “贝尔纳效应”，这个效应对我们的古筝教学有

很大的启示。巧点拨，在学生思路受阻时，老师要看准时机，把握分寸，在问题的关键点上

加以点拨，使学生的思路豁然开朗，由“山重水复疑无路”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思

维境界。 例如，学生在刚接触音乐的时候并没有节拍概念，好多学生都不能准确的理解全

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的拍子到底有多长，即便是在概念上理解了，演奏的

时候也不能准确表现出来，针对这个问题，我让学生先学会划拍子来帮助练习，一般把四分

音符一拍划成一个勾“ \/ ”，练习划拍子的关键是速度要均匀，开始练习时可以找一些参
照物，如钟表的嘀哒声等带着学生边唱边划拍子感受音符的长短，同时还利用具体实物让抽

象的音乐要素形象化。

三、 运用期待效应，激励全体学生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曾做过一个实验：在一所学校对全体学生进行智能测验，然后告

诉老师哪几个学生是非常具有潜力的。八个月后再次测试，先前被认定有“潜力”的学生学

习成绩提高很快，而且性格开朗，求知欲强。可事实上，被认定有“潜力”学生是罗森塔尔



随意拟定出来的，这就是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也叫“期待效应”。由此可见，老师给

予学生的鼓励和期望对学生的心理和学习行为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的教学中，

老师要多鼓励学生，学生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老师都要马上给予肯定和鼓励，让学生知道

自己的付出老师是看得到的，老师对我是有期望的，以此来建立学生的信心，拉近师生之间

的情感纽带。同时，老师在鼓励学生时要把握好度，过犹不及，要让学生感觉到老师是非常

关注我的，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是中肯的，不是夸张虚伪的，要让学生信任老师。

我们古筝班有一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孩叫欣欣，她的胆子很小，性格也比较内向，如果

课上我请学生们上台来表演的时候，她都非常紧张，没能展现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其实课下

我跟她的家长交流过，欣欣的妈妈说孩子胆小，课下很用功的练琴，可一上台表演或旁边有

人看她弹琴时，她就会紧张，就弹不好了，她自己也很着急，可就是找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我仔细询问了家长平时是否对孩子要求过于严厉，经常说教打骂孩子，家长说没有。我找到

了原因，其实欣欣是对自己没有建立信心，期待他人的肯定，特别是期待老师的肯定。于是，

我在课下经常跟欣欣谈心，聊一些练琴以外的事，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课上常常走到她身

看她练琴，而且微笑的、语气和缓的告诉她，你弹得很好，继续努力，让孩子卸下包袱，建

立信心；有机会我还会让欣欣上台来表演，还鼓励她说，别紧张，弹不好也没关系，你是非

常有潜力的，听到我的话，欣欣凝重的表情骤然变得舒展了，而且露出了笑容。经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欣欣不再像以前那么蹑手蹑脚的，有时还会主动举手要上台来表演，练起琴来也

更加积极。

四、 运用群言效应，让课堂生动起来

“群言效应”又称“课堂麻雀嘴”，是指通过每个学生唧唧喳喳的“麻雀嘴”活动，调

动他们思维的积极性，挖掘学生集体和个人潜力，扫除学生个人掌握知识和方法上的障碍，

减轻疲劳感，从而唤起课堂上的积极情绪。传统的教学课堂上，授课方式的过于呆板，老师

讲学生听，气氛过于沉闷，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不能参与到探究知识的过程中，既而不利

于学习。因此，我经常分小组让学生们合作练习，把练得好的、中等的和差的学生分配成一

组，我认为这样做有以下几点好处：

首先，让练得好的学生帮助练习差的学生，既可以激励练得好的学生继续努力，只有自

己练得好才会像小老师一样去辅导别人，同时，又可以督促练得差的学生，因为同伴之间可

以相互交流心得体会，相互沟通，在轻松活泼的学习氛围中完成学习任务。

其次，小组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也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使学生

感受到学习是一种愉快的事情，从而满足了学生的心理需要。

而我在布置完任务后，通常穿梭于各小组之间，进行旁听指导和纠正。同时我还要把握

好课堂秩序，让学生在有张有弛的课堂情境中顺利完成练习。这不是通过严厉斥责或放任自

流来实现的，而需要在课前做好精心的教学准备，在熟悉学生学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创

造性地设计教学环节，让每位学生都积极地投入到练习中来。

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只有让学生们参与到课堂教学来，

给予他们更多展现自我的机会，才能实现新课改中提出的：“以学生为本，积极主动的学习

态度，变苦学为乐学的教学理念”。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值得我们关注的心理效应还有很

多，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研究这些心理现象，科学合理的加以运用，争取使每位学生



在古筝学习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从而达到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