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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学琴为哪般
———谈家庭音乐教育中的素质教育

○吴跃跃

社会音教

近年来 ,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 音乐教

育已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家庭之中 ,

习琴者大多为中小学学生和学龄前儿童。选学的乐

器品种主要为 :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古筝、扬琴、二

胡、小提琴等。其中以学钢琴者最为壮观。这种以民

间形式自发产生的教育行为 ,为推动我国学校音乐教

育中的器乐教学 , 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 , 培养音乐人

才和音乐爱好者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

出现了一些遗憾 , 甚至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如 : 有的

学生在学琴的过程中 ,由于经常受到父母和教师的责

骂和体罚 , 导致用刀砍琴和砍自己手指的悲剧 ; 有的

学生由于完成不了教师布置的作业 ,或每次达不到教

师“专业化”的要求 ,而感到悲观、自馁 ;不少学生认为

学琴是一种包袱 , 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 , 因而与父

母的关系不和 , 家庭气氛紧张 ; 相当部分的学生虽然

掌握了一些演奏技术 , 但他们并不懂音乐 , 更不会去

表现音乐、创造音乐。他们在演奏作品的时候 , 只是

一味地去模仿老师的动作和方法 ,没有情感体验和形

象思维 , 更没有联想和想象 ; 很多学生为了拿到考级

证书 , 学习的内容就是每年规定的几首练习曲和乐

曲 , 这种违反音乐教育规律的教学 , 不仅使学生感到

学琴吃力、乏味 , 而且歪曲了器乐考级的意义和目

的。在器乐考级中 , 盲目拔高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

比方说 , 学生的演奏水平本来只能考四级 , 但家长却

要求他考五级 , 甚至考六级 , 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无

形之中损害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

面对以上种种遗憾 , 我们不禁要问 : 小孩学琴究

竟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 , 但实际上与家

庭音乐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如果这个问题解

决好了 , 以上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否则 , 将会

使家庭音乐教育步入歧途 ,甚至会给学生的身心健康

带来不利的影响。

一、小孩学琴是为了培养丰富的情感

音乐教育是情感教育 , 小孩在学琴的过程中 , 通

过对各种乐曲不同情感的体验、表达 , 可以不断地丰

富自己的情感 , 增强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判断能力 ,

从而达到陶冶情操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 ,当人们

在演唱和演奏以及欣赏某一音乐作品时 ,就会经历一

次同作品的情感一样的感情体验 ,这就是一次隐性教

育 ,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 ,在家庭音乐教育中 ,

要把情感的培养作为主线贯穿于始终 ,要善于运用浅

显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和手法 ,启发学生理解、体会

作品的思想感情和意境 , 并通过自己的演奏表达出

来。在练习曲和各种演奏技术的教学中 ,也要注意情

感化。

二、小孩学琴是为了得到快乐

音乐不仅具有教育作用 ,而且具有愉悦功能。因

此 ,小孩在学琴的过程中 ,除了学习知识、接受教育之

外 ,还应该从中得到快乐和享受。这是激发小孩学习

兴趣 ,保证学习顺利、持久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使小孩

学琴得到快乐 ,教师和家长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布

置的作业不要过多 , 要让小孩觉得练琴是一件轻松、

愉快的事情。第二、坚持多鼓励的原则。小孩都喜欢听

好话 , 我们要抓住这一心理特点 , 对于他们在学习中

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 ,都要及时地进行鼓励。在他们

学习遇到困难或没有达到教师的要求时 ,首先要肯定

他们的优点 ,然后再指出存在的问题。切忌采用责骂

和体罚的手段。第三、注意练习曲和乐曲的合理搭配 ,

选择优美动听 ,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作为教学曲

目。第四、多给小孩提供表演的机会。

三、小孩学琴是为了提高综合素质

毫无疑问 ,小孩学琴首先是为了提高音乐素质 ,



42

即除了掌握一定的演奏技术外 ,还应当接受音准、节

奏等方面的训练 ,学习乐理、和声、曲式、音乐常识等

知识 ,最重要的是学会分析、理解音乐 ,表现、创造音

乐。除此之外 ,学琴还可以提高小孩的思想素质、文

化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因为音乐艺术不仅包

含着艺术美 ,还包含着社会美和自然美 ,并且它与社

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有着直接的或暗含的联

系 ,它能唤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直接渗透到人的心

灵深处。在教学中 ,素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比方

说 ,帮助小孩如何面对练习中遇到的困难 ,学会在众

人面前表现自己 ,这就是一种心理素质的培养。

四、小孩学琴是为了培养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 ,音乐具有抽象性和可塑性。因此它为

人的思维、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人们在欣赏音乐

或表现音乐的过程中 ,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文

化素养自由地进行联想和想象 , 最后对作品做出完

整的评价 ,这是“发散性思维”与“集中性思维”的有

机结合。心理学家认为 ,“发散性思维”与“集中性思

维”结合的产物便是“创造性思维”。可以说 ,音乐教

育对于培养小孩的创造思维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

的作用。在小孩学琴的过程中 ,要注意启发他们的思

维 ,充分发挥他们的联想力和想象力 ,创造性地表现

音乐。比方说 ,引导小孩根据音乐的意境 ,对乐曲的

速度、力度、音色做出正确的处理 ; 培养小孩的即兴

演奏能力 ,等等。

吴跃跃 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如何提高班级合唱队的水平

○孙韶丽

来稿摘编

班级合唱队水平的提高 ,有赖于有计划有步骤长

期坚持合唱训练。在训练方法和手段上应根据不同

授课班的具体情况讲求实效 , 理论性问题要深入浅

出 ,技能性问题要有的放矢 ,训练有序 ,并使各班有各

自的特色。要有效地提高班级合唱队的水平 ,除了精

心做好一般合唱队的常规训练外 ,另有两点有必要做

一简单提示 :

11 合唱知识技能的传授必须在学生的合唱实践

中结合着进行。班级合唱队与专业合唱队的情况不

同 ,所以一些专业性的知识技能技巧不能像一般合唱

队那样训练。尤其是在强化合唱基础训练时不能单

独、专门地训练歌唱姿态 ,歌唱呼吸 ,音准节奏与节拍

感 , 咬字吐字与寻找共鸣 , 不同声部的训练 , 统一位

置、扩展音域等 , 必须结合具体的合唱实践活动来进

行。如合唱队员整体音色的统一、咬字吐字的一致、

声音波动的控制、对比配合的默契等必须在具体的合

唱作品中 ,在具体的排练和演出后的总体中不断地提

高 , 避免枯燥单一的技能训练 , 导致学生丧失合唱兴

趣。

21 整体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开阔学生的音乐视

野。合唱是群体的表演艺术 ,也是声乐艺术中最富于

表现力的一种形式。班级合唱队与校级合唱队是一

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 所以要尽可能地配合节日、庆

祝活动等多为班级合唱队提供互相观摩、比赛、演出

合作的机会。利用活动课的时间搞一些课题讲座、声

部分组活动等 , 采取带出去、请进来和录放优秀合唱

资料与其他音乐艺术资料等方法 ,给全体队员拓展观

摩欣赏的层面 , 鼓励学生课余看电视时多看一些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