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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赋能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课程——教学

成果展示创新探索 
黄子瑜 

(广东艺术职业学院  广东省广州市  510000）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 AI 智能与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课程相结合的成果，重点聚焦于钢琴音乐绘本节目创编实践。通
过分析这一创新结合的背景、意义、实践过程、成果展示以及面临的挑战与对策，阐述了其对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作用，并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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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国家重视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相关

政策推动着教育领域积极适应新技术变革。对于学前教育专业
而言，其课程设置应契合岗位需求，培养实用型人才。钢琴课
程亦需凸显专业特色，而 AI 智能的融入为此带来了新契机。
钢琴音乐绘本节目创编实践探索成为了这一结合的突出成果，
为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开辟了新的途径。 

二、AI 智能与钢琴课程结合的背景与意义 
（一）背景 
在数字化时代，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课程迎来新契

机，AI 智能技术的应用崭露头角。尽管当前 AI 技术在某些复
杂的教学辅助功能上还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其在创作和绘画等
方面的应用已展现出独特的价值。 

随着学前教育发展，对教学方法与成果展示的创新性要求
渐高。传统钢琴课程成果展示方式单一，难以体现学生综合能
力与创意。而 AI 技术，像音乐创作软件和绘画工具，为课程
成果多元化展示提供了新可能。 

（二）意义 
（1）创新成果展示形式 
AI 技术使我们能够突破传统，以更加生动、丰富的形式呈

现钢琴课程的成果。通过运用 AI 创作的儿童绘本内容和绘制的
适配图画，为钢琴演奏增添了视觉维度，打造出更具吸引力和
感染力的作品，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2）激发学生创造力 
在利用 AI 技术进行创作和绘画的过程中，学生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表现方式，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
可以将音乐的情感和故事通过独特的绘本和图画展现出来，这
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艺术表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提升课程综合性 
将 AI 技术融入钢琴课程成果展示，使音乐、绘画、文学等

多种元素相互融合。这种跨领域的整合有助于提升课程的综合
性，让学生在不同艺术形式的交织中，更深入地理解和传达音
乐的内涵。 

（4）增强就业竞争力 
掌握 AI 技术在钢琴课程中的应用，使学生具备了独特的技

能和创新能力。在就业市场上，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竞争优势，
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学前教育工作中对多元化教学手段的需
求。 

（5）推动教学改革 
这种创新性的结合为钢琴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方向。它鼓励教师和学生积极探索新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促进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综上所述，尽管 AI 技术在教学辅助方面尚有待完善，但在
创新课程成果展示方面已经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为高职
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钢琴课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音乐星球奇遇记》创编实践过程 
（一）前期准备 

（1）课程调整 
为了将钢琴课程的教学内容更好地成果化，我们在课程设

置上进行了精心的调整。一方面，增加了针对不同风格乐曲的
分析与演奏技巧训练，让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诠释各类音
乐作品。另一方面，引入了舞台表演和节目策划的相关知识，
教导学生如何将钢琴演奏与舞蹈形式融合，以呈现出更具吸引
力的舞台效果。此外，还加强了对学生音乐表现力和情感传达
的培养，通过情感体验、情境创设等方式，让学生能够在演奏
中更生动地展现音乐的内涵。 

（2）学生分组 
考虑到每个同学在钢琴演奏、创意构思、绘画设计等方面

的特长和兴趣存在差异，我们将 12 位同学进行了合理分组。
首先，通过初步的问卷调查和技能展示，了解每位同学在钢琴
演奏水平、音乐理解、绘画基础以及创意策划等方面的优势。
然后，根据这些评估结果，将同学们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侧
重于钢琴演奏技巧，成员具备较高的独奏和合奏能力，负责节
目中的主要钢琴演奏部分；第二组同学在创意构思和情节设计
方面较为突出，他们承担起整个故事的架构和情节的细化工作，
并承担起绘本的优化工作与朗诵部分的角色；第三组同学则拥
有较好的绘画基础和多媒体制作能力，主要负责绘本的绘制以
及后期的多媒体整合。这样的分组方式确保了每个小组都能在
节目创编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实现了团队成员之间的优势互
补，为节目成功创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素材收集 
在素材收集阶段，我们充分借助了 AI 智能搜索的强大功

能。利用相关的关键词，如“儿童奇幻冒险故事”“适合幼儿
的音乐元素”“精美绘本示例”等，在互联网上广泛搜索各类
相关素材。AI 智能搜索不仅为我们快速筛选出了大量的文字故
事、音乐片段和绘本图像，还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创意灵感。
例如，通过搜索，我们发现了一些不太常见但却非常适合幼儿
的音乐节奏和旋律模式，以及一些独特的绘本构图和色彩搭配
方式。此外，AI 智能还能根据我们的搜索历史和偏好，进行个
性化的推荐，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素材收集范围。这些丰富多
样的素材为后续的创意构思和具体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无
尽的灵感源泉。 

（二）创意构思 
（1）确定主题 
在确定主题的过程中，我们经过多次头脑风暴和讨论，最

终共同选定了《音乐星球奇遇记》这一充满奇幻色彩和童趣的
主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主题，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奇幻冒
险和音乐魔法的世界，让他们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也能感受到
音乐的无限魅力。 

为了使主题更加贴合幼儿的特点，我们深入研究了幼儿的
心理和认知发展阶段。了解到幼儿通常对新奇、有趣、色彩鲜
艳的事物充满好奇和喜爱，我们在主题设计中融入了大量生动
活泼的元素。比如，设计了可爱的仙女形象，构建了一个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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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色彩的音乐星球，上面有各种神奇的音乐植物和会演奏的
石头。 

（2）情节规划 
我们设计了以下的故事情节：《音乐星球奇遇记》讲述了

小男孩乐乐的奇妙音乐之旅。乐乐充满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对
音乐兴趣浓厚。他在森林中发现神秘通道，跟随五彩光芒和音
符来到音符小镇。在那里，他遇到擅长演奏《小星星》的活泼
可爱的音乐小精灵们，听到精灵长者弹奏的《天空之城》，看
到仙子演奏《千与千寻》，被美妙音乐吸引决定学习。在音乐
小精灵的教导下，他通过学习《大鱼》，领悟到音乐中的寓言，
找到心中节奏、旋律和梦想。完成考验后，乐乐在音乐小精灵
们的帮助下，带着音乐知识和珍贵友谊，循着线索回到现实。
回家后，他向家人朋友分享经历，激励大家追求音乐梦想。故
事结尾，画面渐暗，乐乐回忆旅程，心怀热爱与憧憬进入甜美
的梦，而他的音乐之旅才刚开始。 

（3）音乐选取 
借助 AI 智能的音乐分析和推荐功能，再针对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钢琴演奏水平，我们筛选出了适合节目配乐的乐曲，如
《遇见》、《千与千寻》、《天空之城》、《小星星》《、大
鱼海棠》等。这些曲目不仅旋律优美，而且在情感表达和氛围
营造方面都与我们的故事情节高度契合。例如，在主人公勇敢
面对挑战的情节中，我们选用了激昂有力的《千与千寻》插曲，
以增强紧张和刺激的氛围；而在温馨的友谊场景中，则播放轻
柔舒缓的《小星星》，营造出温暖和甜蜜的感觉。 

除了选用现有的经典曲目，我们还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进
行了适当的音乐创作。利用音乐创作软件，结合故事中的特定
场景和情感，创作出一些独特的音乐片段。比如，为音乐星球
上神秘的森林场景创作了一段充满奇幻氛围的背景音乐，用特
殊的音效和音符组合来营造出神秘而又迷人的氛围。 

（三）编排制作 
（1）绘本创作 
利用 AI 绘画软件，我们开启了绘本创作的奇妙之旅。首

先，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将其分解为一个个关键的画面场景。
然后，利用 AI 绘画软件的强大功能，输入相关的描述和关键
词，让软件生成初步的草图。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绘画小组成
员发挥自己的创意和绘画技巧，对草图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上
色和修饰。他们注重色彩的搭配，运用明亮、活泼的色调来展
现音乐星球的奇幻与美好；注重角色形象的设计，赋予每个角
色独特的外貌和个性特征；注重画面的构图和布局，使每一页
绘本都具有视觉吸引力和故事性。通过不断地修改和完善，最
终创作出了一系列精美绝伦、与故事情节完美适配的绘本图画。 

（2）钢琴排练 
在钢琴排练环节，我们根据节目需要，精心安排了四手联

弹、合奏等多种形式的演奏。对于四手联弹和合奏部分，注重
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通过大量的磨合练习，让同学们在
节奏、速度、力度等方面达到高度的统一。在排练过程中，同
学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演奏部分，还要倾听队友的演奏，相互
呼应，共同营造出和谐、美妙的音乐氛围。 

为了确保演奏的完美呈现，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排练计划。
每天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集中排练，同时要求同学们在课余时
间自行练习。在排练过程中，邀请专业的钢琴教师进行指导，
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3）整合调试 
将绘本、钢琴演奏和舞蹈等元素进行整合是一个复杂而又

关键的过程。首先，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和音乐的节奏，确定
绘本的翻页时机、钢琴演奏的起止点以及舞蹈动作的配合节点。
然后，通过多次的排练和调试，不断优化这些元素之间的衔接
和配合。 

在整合过程中，我们注重整体的协调性和流畅性。确保绘
本的画面能够与音乐的情感表达相呼应，舞蹈动作能够增强故

事的表现力。同时，关注细节的处理，比如灯光效果的配合、
演员的出场和退场方式等，力求使整个节目呈现出完美的艺术
效果。 

四、成果展示与分析 
（一）展示形式 
在毕业晚会上，我们的钢琴音乐绘本节目《音乐星球奇遇

记》得以精彩呈现。晚会现场，精心布置的舞台、绚丽多彩的
灯光以及高质量的音响设备，为节目营造了如梦如幻的氛围。
演员们身着精灵的服装，在舞台上生动地演绎着故事中的每一
个情节。随着音乐的响起，钢琴演奏者们的手指在琴键上翩翩
起舞，优美的旋律回荡在整个会场。绘本画面通过大屏幕同步
展示，与钢琴演奏和演员的表演完美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二）成果分析 
《音乐星球奇遇记》亮点十足，收获多方积极反响。节目

形式内容新颖，将钢琴演奏、绘本故事、舞蹈表演等巧妙融合，
带来多维度艺术体验。如乐乐与小精灵相遇场景，钢琴、舞蹈、
绘本画面配合，让观众仿若置身音乐星球。 

它教育价值显著，契合学前教育目标。借乐乐冒险传递勇
敢追梦、珍惜友谊等价值观，融入音乐知识与寓言故事，启发
幼儿思考，培养其对音乐的兴趣与热爱。 

团队协作默契，创编表演中各小组分工明确又相互支持。
钢琴、创意、绘画等小组发挥专业优势，整合调试时迅速协同
解决问题。 

技术应用方面，同学们熟练运用 AI 搜索素材、多媒体软
件整合元素，将创意转化为作品，提升实践能力。 

节目演出后获观众、领导和用人单位高度赞扬，充分展现
同学们的创新、团队协作和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了就业竞争力，
为其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六、结语 
通过《音乐星球奇遇记》的创编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 AI 

智能与钢琴课程结合的显著成果，尽管过程充满挑战，但这种
创新模式为学前教育注入了强大活力与发展潜力。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教育理念更新，AI 智能与钢琴课程
的融合将更紧密完善。技术上，有望提供更精准个性化的教学
辅助，如生成专属练习曲目和教学方案；教育改革将推动课程
与教学法创新，让钢琴课程更重学生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培养。
这一融合将在培养优秀学前教育人才上发挥更大作用，使学生
能为幼儿带来多彩、创意且具吸引力的音乐教育活动，激发幼
儿对音乐的热爱与创造力。 

此次创编不仅是钢琴音乐与绘本融合的创新尝试，也是学
前教育专业道路上的深刻探索。面对设备、时间、知识、团队
协作等难题，我们凭借对艺术和教育的热爱执着，未退缩，努
力寻解决之道，每一次困难都成进步阶梯，每一次突破都让梦
想更近。项目成功离不开团队齐心、学校支持及老师指导，为
未来积累宝贵经验，让我们坚信勇于创新挑战，能在学前教育
领域开拓新天地。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推动深度融合，为学
前教育贡献精彩成果，用音乐和故事为孩子成长添彩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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