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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钢琴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思考
魏 静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 要：钢琴教学是灵魂之父，由它培养出了千千万万的艺术家，创造出了千千万万首直击灵魂的乐曲，令人们热爱生活、陶冶情操。

人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音乐艺术，还需要与时俱进、具有创新性的音乐艺术，由此可见钢琴教学中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学生的创

新能力直接关乎着下一代音乐艺术市场是否繁荣，大众的文化艺术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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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是弹奏人数最多、学习范围最广的一种乐器，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对艺术的要求也逐渐提高，钢琴演奏不仅仅只是一

个职业，它更是一种情感表达与交流，以及艺术升华的表现。在钢琴

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下，竞争和压力不得不促使我们必须要实行教育

改革，唯有通过改革才能提高学生的学生水平，进而彰显出教师和

学校的教学水平。

1 高校钢琴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1.1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时代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创新型人才是当前这个时代的最大需

求，无论哪行哪业都在通过改革顺应时代需求，高校钢琴教学当然

也不例其外。全球除了经济的不断发展之外，艺术也在不断发展，艺

术的繁荣必须依靠创新的理念方得以实现，对高校钢琴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不仅使钢琴学生的艺术造诣得以提高，更是给时代艺术

繁荣一个保障。

1.2 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影响

房间里养不出苍天大树，大森林里却往往都是树木苍天。这便

如同创新能力对学生的作用，教师好似阳光不断地给学生引导，让

学生通过不断的汲取进而成长自己。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除

了懂得音乐理论知识和懂得音乐的美以外，还发现美的规律进而创

造美好的音乐，最终使学生对于钢琴的热爱和对音乐的创造性的都

有较大的提高[1]。
2 高校钢琴教学中目前存在的问题
2.1 教师缺乏明确的教学目标
对于传统的知识型人才的弊端认识不足，对于现代的创新型人

才优势的认知度缺乏，进而导致了教师的教学目标不够明确，在教

学当中依然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老师把自己的传统的学习知识通

过教学的形式复制粘贴给了学生，而学生也只能是继承了传统的钢

琴知识，这途中不仅没有注入时代的元素，也忽视了对学生的创新

能力的培养。

2.2 教师忽略了对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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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师的教学目标不明确，在实际钢琴教学当中，教师对学

生的学习能力的提升也不完全了解，进而教师也忽略了新时代的教

学观念，忽略了对其它优良的教学环境的考察，忽略了新时期钢琴

艺术的市场需求，忽略了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只是专注于向学

生传授钢琴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弹奏技巧，限制了对学生创新意识

的培养。

2.3 教学形式单一
教学形式的多样化是提高学生学习水平的垫脚石，只有丰富的

教学形式才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当前单一的教学环境当

中，口口相传的理论知识于学生来说实属无味；弹奏技巧让学生感

觉自己犹如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重复的弹奏那些黑白键；而

那些经典曲目就如同一首首催眠曲，让学生在梦中幻想自己已成为

一个钢琴大师，谱写了一首首属于自己的音乐，被大众争相学习、争

相弹奏。整个教学过程毫无生机可言，就如同一潭波澜不惊的死水，

既没有教师的神采飞扬，也没有学生的朝气蓬勃，影响了学生的学

习水平，进而也影响了教师和学校的教学水平[2]。
3 培养高校钢琴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具体措施
3.1 改善教师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综合实力
传统理念的教学已不符合时宜，教师应该将以人为本、以学生

为主导的理念作为自己的教学理念并落实到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

将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对学生进行引导。首先，高校可以采用

定期培训或者教师进修等方式，鼓励教师不断的进步与时代同流，

另外钢琴教师需要静下心来去聆听和感悟，对生命、对自然、对整个

社会环境的感悟，并将这些感悟分享给学生，为学生和教师本身提

供创作的源泉。其次，将钢琴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实

践创新，在实践中验证理论，一方面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学生对学习钢琴和创新有了兴趣的同时，也懂得了如何创

造更好的乐曲。最后，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各不一样，教师应该

主动与学生沟通做到因材施教，为每一个喜欢钢琴的学生做好引导

工作，帮助他们学习进步，最终实现整个学习团队的全面高效发展。

3.2 丰富教学内容
创新能力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与沉淀。在学生日积月累的努

力与付出的时候，需要先以广阔的知识面和深厚的知识作为基础保

障，有了这些基础保障，学生才会有大量的创作的空间。因此，教学

内容的完善与丰富是实现学生拥有创新能力的必要前提，具体方法

如下：

首先，摒弃传统模式的教学方式，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将理论

知识与文化知识相结合并进行拓展；更新演奏技巧方面的教学，让

学生不仅能掌握弹奏技巧还能掌握创作方面的技巧与才能。例如教

师在钢琴教学当中，可以将有关钢琴背景知识和音乐文化知识向学

生介绍，让学生对钢琴的文化内涵有了一定的了解，并根据文化内

涵用钢琴语言表达出自己对钢琴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对创作的

热爱；还可以在学生练习弹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利用快

一倍或者慢一倍的节奏来演奏同一首曲目，让学生感受到不同节奏

的音乐带给自己的感受，既可以使学生掌握弹奏技巧和歌曲的节

奏，又为学生今后的自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将具有创新性和自主发挥性的内容（如即兴伴奏）引入到

高校钢琴教学课程当中，让学生感受到创新的乐趣、认识创新的重

要性，并通过对别人的创新中的认知进而提高自己的创新水平。

最后，在钢琴曲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古代钢琴作品和现代钢琴

作品、东方钢琴作品和西方钢琴作品对比，让学生发现其中的共同

性与差异性，让学生今后的创作可以更具有特色。

3.3 与学生积极互动，做到因材施教
良好的教学氛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可以使学习效果事半功

倍。在教学中，无论老师为主导的教学还是学生为主导的教学都不

可能是绝对性的，更多的还是需要师生之间的互动，只有在互动中

才能了解到学生需要什么知识、老师需要传递什么知识，在互动中

才可以锻炼学生的对音乐敏感度，考验学生的音乐知识面，拓展学

生的思维能力，激发学生对音乐的想象力，进而开发学生对音乐的

创造力[3]。

例如，教师在教学生弹奏一首乐曲的时候，老师在演示完之后

与学生互动，与学生分享乐曲的创作背景和创作中所发生的有意义

的事，以及乐曲所表达的情感和表达方式，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在音

乐上有了情感共鸣，再通过学生自己的理解，将乐曲转换成自己的

演奏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通过实践让学生跨出了创新的第一步。

4 结束语
无论当下亦或是未来，创新教育都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趋势，高

校钢琴教学也应该如此，有了学校及教师的创新教育，才会有学生

的创新能力。创新教育需要顺应时代潮流，需要始终围绕学生的创

新能力进行改革，需要制定目标明确的教学策略，需要提升教师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需要完善和丰富教学内容，需要丰富教学形

式，使教学形式多样化，教师不仅要重视学生的理论素养和演奏技

能水平，还要注重发掘每个学生的潜力，并具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

的思考和创新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钢琴水平，提高了教师及学校

的教育水平，最终为国家、为艺术市场培养出更多的钢琴艺术家，促

使我国的文化艺术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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