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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构建教学法在幼儿保育专业钢琴教学中的应用
吴可迪　杨恩惠

（汕头市潮南区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汕头 515100）

摘要：综合构建教学法是我国教育家、美学家、音乐家赵宋光先生提出的教学方式。这一教学法是要求学生在教师的任务引导下，主

动于操作实践中发现、认知的过程。它旨在打破课程教学割裂各科目联系的现状，打破学生掌握知识与实践操作割裂的局面，它强调的是

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笔者在实践中发现，这一教学法能有效解决中职学校幼儿保育专业学生钢琴学习出现的问题。因此，笔者就综合构

建教学法的特点、在教学中的可行性、教学实践的优势、实施难点展开，以期对同行在中职幼儿保育专业钢琴教学中能提供微不足道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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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构建教学法的特点

综合构建教学法中，其“综合”既是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的

综合，又是多感官的综合运用（视觉、听觉、肢体触觉），更是

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其“构建”的不只是学生的知识体系，还

有学生的实践能力，迁移知识的能力，更是发展了学生手与语言

中枢神经系统。这个过程是学生主动构建的过程的，充分发挥了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力，有别于传统“填

鸭式”、机械重复式的教学模式。以下，笔者对其特点展开阐述。

（一）操作领先，言语镶嵌

“操作领先，言语镶嵌”是“综合构建教学法”中核心的理念，

也是这一教学法中最重要的特点。它指的是教师给予学生一定的

任务，要求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完成。完成操作后，教师引导学生

以言语的方式，将操作行为表达出来。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实

际操作为先，用言语描述操作行为。二是将抽象知识具体化为可

感的事物与操作。在言语表达操作行为时，实际上就是将操作行

为抽象化，以知识的形式呈现。换句话说，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

就以具体、可看可听的操作形式出现。

（二）调动多感官

在这一教学法中，“操作领先，言语镶嵌”的要求，能有效

调动学生多方面的感官。首先，实践操作要求调动学生的肢体，

或者是手，也或者是脚，抑或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这与西方的奥

尔夫教学法一脉相通。其次，在操作中学生需要眼看操作，耳听

声音。这调动了学生的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此外，教师要求

学生用言语表达操作形式，调动了学生嘴巴这一言语器官。多种

感官的调动与运用，使教学变得更为立体可感。

（三）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这一教学法中，学生以言语形式表达操作形式，是学生自主

发现知识的过程。在教师的设计下，学生能自主形成相关领域的

知识体系，用以解决相关的实践问题。它像一张网络，由点到线

到面，一步步编织。它不只是某一知识的学习，更是掌握知识方

法的培养。掌握这种能力，便于学生往后自主探索，自主学习新

知识至关重要。

二、综合构建教学法在幼儿保育专业钢琴教学实践的可行性

（一）“操作领先”符合学生好动特点

中职学生整体好动，很难较长时间安静地学习。教师在课堂

上经常发现学生动这动那各种小动作出现，难以长时间集中于教

师的理论讲解中。相较而言，动手操作任务，反而能引起学生的

兴趣，能帮助学生明确目的，集中注意力，完成相应任务。中职

学生喜动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中需要以操作行为为主导，而并

非以理论讲解的方式开展。而“综合构建教学法”中所秉承的以

“操作领先”的教学方式，符合人类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学习方式，

也符合中职学生好动这一特点。

（二）操作中掌握知识与技能符合学生理解能力弱特点

而钢琴教学中所涉及的乐理知识、指法、手型等是演奏的基

础，这些尤其乐理知识是抽象而晦涩的。对于中职学生而言，这

些乐理知识是难以理解的。因此，在多所学校设立单独的乐理与

视唱练耳课程，为学生加大了乐理学习的力度，然而，这也难以

解决学生乐理知识掌握不牢固，与演唱演奏实践脱节的情况。而

在幼儿保育专业的钢琴教学中又不得不面对繁复的乐理知识。掌

握乐理知识才得以在钢琴演奏中正确地演奏音乐的音高、节奏，

正确地处理音乐中连音、断音、装饰音、强弱等各种表情符号。

只有在正确演奏、技巧有所保障的基础上，才有音乐性可言。因此，

钢琴教学始终绕不开乐理知识。这成为了钢琴教学中一大难题。

而综合构建教学法秉承的“操作领先，言语镶嵌”的理念，正是

要求在操作实践中，将操作以言语方式表达，语言所表达的，正

是乐理知识。这种在操作中认知的方式，既适合中职学生好动且

喜欢操作的特点，又可以在操作实践中将生涩的乐理知识具体化，

由此掌握乐理知识，解决了钢琴学习中一大难题。

综合构建教学法所秉承的理念，恰好符合中职学生好动、理

解能力弱的特点。因此，笔者在幼儿保育专业开展钢琴教学中，

尝试运用了这一教学法，探索其在教学中优势所在，寻求更适合、

更有效的中职钢琴教学方式，帮助中职学生更好掌握钢琴技能，

培养他们对钢琴演奏的兴趣，培养他们具备一定的钢琴演奏能力，

由此培养起相应的审美能力。

三、综合构建教学法的实践优势

（一）演唱演奏中掌握相应乐理知识

教师并非按照传统的教材开展教学，而是根据学生基础乐理

知识掌握情况，在教材中选取部分练习曲与乐曲，并选用电影、

动漫等较为有趣的配乐，作为辅助乐曲。所选用的乐曲不局限于

整首曲子演唱、演奏学习，而是可以抓住其中特征，学习融合其

中的乐理知识开展教学。例如在打基础阶段，教师并未按照教材，

要求学生完成练习曲，这种方式学习认识键盘与唱名显得枯燥乏

味，学生也难以理解和掌握。于是，教师选取了电影《音乐之声》

的插曲《DO RE MI》作为唱名的载体，开始音乐、钢琴的启蒙之

旅。选取这首乐曲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学生通过演唱的形式，掌握

各级唱名。在学会演唱整首乐曲的基础之上，再加入键盘中认识

各音级的内容。在演唱过程中，学生同时弹奏键盘，在“DO，是

一只小母鹿……”这一部分，学生弹奏每一乐句开头的唱名即可，

后面只要求演唱，由教师弹伴奏。以这种方式学习，生动有趣，

一方面，学生将唱名融入演唱，对各唱名音高及排序有了直观体会；

另一方面，学生在唱的过程中，与键盘上各白键对应起来，认识

更加直接、清晰，记忆更为深刻。这为之后音高培养、视唱练耳

训练、各种乐理知识讲解、指法讲解、键盘讲解等都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虽然唱名并非目的，对音乐的感知、欣赏与演奏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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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因为唱名能帮助学生建立对各种音高的直观感性认识，

有了唱名的辅助，对音的高低便有基本的判断标准。在之后演唱

过程中，能逐步建立对音高的认识。在乐理与视唱中，乐理知识

的掌握也有了作为中介的“拐棍”，而不至于云里看花，雾里看月。

在键盘演奏中，对教师所指的琴键有了清晰准确的认识。这在基

础阶段，看似教学进度较慢，但为学生建立音乐学习的知识体系

做好了铺垫，音名、唱名与键盘的对应向来是大问题，解决了唱

名这一能指与键盘各键这一所指的关系，这座音乐大厦的地基才

能牢固。之后展开课程便会如鱼得水。

（二）打破课程间壁垒，形成综合音乐课程

综合构建教学法能有效打破音乐学科之间的壁垒。幼儿保育专

业课程设置时，为了集中提升学生音乐各个方面的技能，设置了键

盘与伴奏、歌唱、乐理与视唱练耳、音乐鉴赏与实践、奥尔夫教学

法等课程。但在音乐课程开展中，并不需要局限于某一技能的学习，

而是以某一技能为主，以其他技能为辅，形成综合的音乐学习生态

体系。综合音乐课程比起单一技能训练，更能有效调动多感官，由

此增强学生对抽象且看不见摸不着的音乐的立体认识。因此，在钢

琴课堂教学中，教师将钢琴教学与声乐、乐理、奥尔夫等融合起来，

将音乐变得立体、可感。在融合音乐课程中，突破课程学习重难点，

进而提升钢琴演奏技能，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

钢琴与奥尔夫教学融合。《音乐情感表达的技巧性处理——以

〈法国民歌〉为例》一课中，教师在突破学生强弱节奏处理这一重

点时，采用奥尔夫课堂中肢体律动的方式，引导学生用手击打节拍，

手掌击打强拍、手指击打弱拍。在综合展示环节，还加入了奥尔夫

乐器铃鼓，强拍上击打鼓面，弱拍上摇铃鼓，建立 3/4 拍的强弱概念。

加入奥尔夫元素，将强弱关系的音响效果扩大化、具体化，使课堂

变得丰富、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 3/4 拍节律的印象。   

钢琴与乐理教学融合。在多种节奏型的乐曲中，以不同手势

击打桌子的方式击打节拍。《a 小调练习曲》中同时涵盖了前八后

十六、前十六后八、四个十六三种节奏型。八分音符用手掌击打

桌面，十六分音符用手指尖点桌面，附点八分音符用拳头捶打桌面。

学生在身体的具体动作以及嘴巴的哼唱中，逐步建立起对时值长

短的准确理解，加强对不同时值、不同节奏型的记忆，由此在演

唱演奏学习中，对节奏便有具体、准确的把握。

钢琴与声乐教学融合。教师选用一些儿歌时，在教授学生弹

的同时，也会带领学生唱。以《送别》为例，钢琴教师与声乐教

师同时选取此曲作为教学曲目。声乐课上，教师引导学生正确把

握音准节奏，熟悉乐曲旋律。钢琴课上，教师通过弹唱，调动课

堂气氛及学生记忆，进而展开教学。在大部分学生掌握了乐曲弹

奏之后，教师领奏，带着学生们一起弹唱。最后还会邀请几位学

生主奏《送别》旋律，其他学生演唱，一是为学生们相互评价的

平台，二是活跃课堂气氛，三是增强声乐与钢琴教学的融合度。

（三）建立知识体系，能举一反三

“综合构建教学法”旨在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技

能体系。学生形成一套系统的学习方法，学会学习，学会以此类推，

能够自学。由此，教师注重以此类推的能力培养，注重帮助学生

打好、打牢基础知识。因此，教师并未急于要求学生完成多少曲

目量，而是在课堂上、在具体的乐曲中渗透基础的乐理知识与各

种指法。教师循序渐进，学生对相关知识与技能有直观理解，能

够牢固掌握。学生掌握了相关的乐理知识与指法，便可以举一反

三，将其运用到其他乐曲中，由此便培养起学生自学新曲的能力，

不需要每首曲子都由教师逐一讲解，逐一示范。

四、综合构建教学法在教学实践中的实施难点

这一理念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包括：对教师

素质要求极高；在起初教学阶段，所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较大；

对教具、教学环境也有较高要求。

（一）教师素质要求高

从教师看，对教师的能力素质要求较高，既要求教师具有丰

富的知识储备，又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总结归纳能力，还要求教

师具有较强的活动设计能力。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需要深度学习、深度思考，发现各种乐理

知识所蕴含的规律，探寻前人的研究中是否存在相应的规律表述。

如有，可借用这些表述方式，加以运用。若无，则需自己提取、

总结规律，这需要对乐理知识有较深入地理解。此外，还需要将

这些规律以朗朗上口的语言加以概括，应学生学习特点，以易于

记忆的口诀呈现。

（二）初期教学进程慢

在教学起初阶段，这一教学法所需花费的时间较多。由于综

合构建教学法要求知识与能力的构建，必须与操作结合，在操作

中将抽象知识具体化。而每首乐曲涉及的知识、技能众多，以实

践活动的形式呈现乐理知识，所需花费的时间必然大幅增加，教

师一堂课只能教授一个知识点，学生只能掌握一个知识点。从短

期看，这种学习进程相较其他教学方式更慢。例如在第一节课只

教授唱名及其与键盘的对应关系，而传统教学方式一节课可以教

授唱名、音名、五线谱等多个知识点。但是综合构建教学法的优

势在于，通过键盘上的实践，乐理知识与键盘的一一对应，学生

能有效吸收知识点，并且能更加牢固地掌握。

（三）教具、环境要求高

综合构建教学法要求以实践领先。对乐理知识的掌握不是单

纯在键盘上便能理解的，教师便需要将单纯枯燥的乐理知识视觉

化、动态化，因此在实际教学中需要设计各种活动，借助奥尔夫

乐器将抽象乐理知识可视化、可感化，这便需要齐全的教具配备。

在实际教学中，一方面，需要通过开展活动教学帮助学生理解

乐理知识；另一方面，需要及时将活动中学习的乐理转化为键盘上

的实践操作。这就在课程中涉及乐理知识讲授、活动、键盘实践，

于是要求教室足够宽敞，既有活动空间，又能容纳足够的钢琴或者

电钢琴。设备方面，既需要黑板、希沃一体机等用于知识的讲解、

技能的传授，又需要奥尔夫乐器用于活动，还需要钢琴用于实践操

作。例如对指法的讲授，可以借助希沃一体机演示，但是希沃一体

机上呈现的键盘尺寸比实际钢琴键盘音域较窄，对于低音区与高音

区的音色呈现有一定局限性；另外，希沃一体机上的键盘较大，容

易给学生造成误解，对于大音程跨度、转指等，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因此需要在键盘上演示。因此，也需要投屏设备加以辅助。

综合构建教学法在幼儿保育专业钢琴教学中有一定的成效。

它能帮助学生解决学习难点；帮助他们自主学习；增强其对钢琴

演奏中相关乐理知识、技能的理解；还能提高学生举一反三能力；

提高学生感官感知能力。如果在实施中存在的难题得以完善，或

许教师们在幼儿保育专业钢琴教学中会有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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