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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钢琴学习现状研究
王薪舒

（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66）

摘要：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幼儿园师资的缺乏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随着

内地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的增多，受一些因素影响，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在钢琴课的学习遇到了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学

生学习现状的分析，提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学生钢琴教学有效性的几点建议，希望对学前专业少数民族学生钢琴学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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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必修课，除了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

钢琴演奏与歌曲伴奏能力，同时也要具备相应的音乐知识积累，

为幼儿的音乐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

地区学生来到内地进行学习，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为学前教育专业

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

一、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钢琴学习现状

（一）缺乏钢琴基础

随着我国教育政策的不断完善，近年来内地大学逐渐加大少

数民族地区招生力度，由于师范类毕业生在民族地区就业趋势较

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愿意报考内地高校。与艺术类专业高

考前需经过术科考试不同，学前教育专业并不需要单独的专业课

考试，只要正常参加高考即可。所以，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学生

入学前在钢琴演奏方面没有任何基础。

（二）整体课时偏多，缺乏专门练琴时间

学前教育专业涉及专业课程较多，学生在校期间除学前卫生

学、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学前教育史等理论课之外，还有

钢琴、声乐、舞蹈等技能课程，加上必修的公共课，整体课时偏多。

为了更好地完成钢琴作业学生需要每天到琴房练琴，而繁多的课

程加上各科的课后作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练琴。积极性高

愿意练琴的学生能合理安排时间，演奏能力提升也快，反之不常

去或不去练琴的学生则止步不前。

（三）课堂回课参与度不高

虽然国家一直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也

多是汉语和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但在中小学阶段，除了课上的

时间，少数民族学生日常交流多用民族语言，普通话的使用频率

并不高，在钢琴课上，教师讲课进度如果稍快，学生就很容易忽

略重点部分。有些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普通话发音不标准，在课堂

上遇到问题怕表达不好羞于开口，课上的互动亦是被动参与，作

业回课效果也欠佳。

（四）教学设备不完善，影响学习效果

随着近年来内地高校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招生，原有的

教学配套设施没有学生增长速度快，琴房资源不能够满足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使用，钢琴技能的提升需要课后不断的练习，琴房资

源的不足也影响学生练琴积极性，有主动想练琴的学生也会因琴

房满员而失去练琴的兴趣，另一部分本来不喜欢练琴的学生则以

此为由不去琴房。

二、影响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钢琴学习效果的因素

（一）学习基础薄弱，目标不明确

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前对钢琴基本是一无所知，

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内地比较薄弱，大部分少

数民族地区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的音乐课缺乏系统的学习，这也影

响了学生钢琴学习上的感知能力和表现力。很多少数民族学生报

考学前专业仅是为了当地相应的就业政策，而不是因为热爱、感

兴趣而想要学习这个专业。

（二）学习信心不足，缺乏积极性

民族地区教育资源不平衡，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在中小阶段没

有培养出音乐综合能力，学生耳熟能详的儿歌也不多，由于掌握

简谱的学生仅占少数。且受遗传因素与其他因素影响，很多学生

音准与节奏感欠佳，这也影响了学生练琴的自信心，很多少数民

族学生在第一节钢琴课上就对自己能否完成钢琴学习心怀疑虑，

缺乏自信。

（三）课堂教学形式单一

学前教育专业钢琴课通常是大班集体授课，由于班里学生来

自不同的地域，学生个体能力和学情也存在差异，在这种大班集

体课中，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如果全部一致，学生的学习效率就

达不到预期。同样的教学任务接受能力快的学生回课质量好，课

堂配合度高。接受能力慢的学生跟不上课堂进度，回课质量差，

统一的进度模式只适用程度相同的学生，没有办法根据不同基础

的学生开展教学。

（四）教师缺乏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教学针对性

由于普通话发音不标准，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很少主动参

与课堂互动，作业完成的也不积极。没有演奏基础，加上课

上的曲目不是少数民族学生熟悉的节奏旋律，使得完成钢琴

作业的难度增大。很多教师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情况不甚

了解，在教学中按照一贯模式进行教学，使整体的教学效果

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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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实现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钢琴教学有效

性

（一）注重音乐通识教育，提升学生音乐审美能力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除了要具备一定的钢琴演奏能力，

也要有一定的音乐知识储备和音乐审美能力，为日后幼儿的音乐

教学打下基础。少数民族虽然能歌善舞，但多数民族地区的学生

仅对自己民族的音乐较了解且有表现力，对于其他音乐知识了解

甚少。在钢琴教学中可根据演奏的作品适当地讲解作品背景及相

关音乐知识，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音乐赏析能力、同时介绍多种

音乐体裁的作品，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二）转变教学形式，采取分组式教学

虽然学前教育专业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学生钢琴是零基础，

但由于学生受遗传因素、手指机能及个体领悟力差异等影响，同

样的教学内容，有的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完成，有的学生课后经过

练习才能完成，还有部分学生经过了练习完成效果也不好。这样

就会产生下面的情况：教学内容简单，课堂就能完成演奏的学生

会觉得学习没有挑战性；教学难度增加，部分的学生将无法完成

演奏，会对钢琴课产生回避心理。针对这种情况，教学中可采用

分组式教学，将演奏程度相近的学生分在一组完成难度适中的曲

目，小组成员互相监督学习，回课前小组成员提前进行作业交流，

遇到问题可以一起讨论，演奏难点在回课时一起和老师反馈，这

样大多数学生都能完成作品弹奏，老师也可以更精准地掌握学生

的学习情况。

（三）树立演奏自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进度

由于幼儿园工作的实际要求，钢琴教学要把重心放在儿歌编

配伴奏上，不能像传统教学一样注重练习曲和乐曲的练习。介于

少数民族学生实际学情，对专业性要求较强的钢琴作品无法在一

开始达到演奏效果，在学习的初期，先要让学生建立“双手弹奏”

的自信。将 C 大调正三和弦 I 级，IV 级，V 级里的主干音（do、

fa、sol）作为初学阶段左手伴奏音，可以先从五度音以内的《玛

丽有只小羔羊》《粉刷匠》《我爱我的幼儿园》《小蜜蜂》等简

单儿歌入手，学生熟悉旋律演奏后，增加到六度音的《我爱我的

小动物》《小星星》《小雨沙沙》《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等，难

度降低了，学生的演奏自信也相对容易建立。多数学生刚开始学

习时读谱较慢，为了让学生更快地掌握读谱和进入演奏状态，可

以先从简单的儿歌入手，练习作品时先分手练习，演奏熟练后再

双手弹奏。对于协调性较好的学生来说，可在其演奏熟练后加入

弹唱的练习。

（四）通过传帮带的形式提高学生演奏能力

由于学前教育专业一般班额较大，钢琴教师人员能有限，钢

琴集体课又是一对多的形式，没有办法在每周 2 学时的情况下对

班级每名学生进行单独指导。一些理解力慢的少数民族学生无法

跟上课堂的教学进度，这种情况下，可安排有钢琴基础，或接受

能力快的学生一对一帮忙，同学间相互交流会降低少数民族学生

演奏时的紧张感，能更好地完成作品弹奏。在电钢琴室这样的集

体环境中练琴，学生也可以互相观摩，彼此学习，有问题及时和

同学们进行交流，尤其对于口语表达羞怯的部分少数民族学生，

这样传帮带的形式可以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也可以培养良好的协

作精神，同时提高学生演奏能力。

（五）充分利用现代教学资源进行辅助教学

学前教育专业的钢琴课通常是大班授课，而班额也随着招生

计划的增加而逐渐扩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原有时间内让学生高

效率掌握演奏与伴奏技巧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教学比较

枯燥，对于没接触过钢琴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讲，可以通过多媒体

了解不同时期和各国音乐家的创作。这种直观的感受，可以提升

学生的音乐审美力和演奏的表现力。没有跟上课堂讲解的学生，

还可以根据老师提供的视频在课后进行重点内容回看。大部分少

数民族学生在学校的消遣方式就是手机，学生可以通过网上查找

下载喜欢的钢琴演奏视频，根据自身需要，挑选适合自己的曲目

进行模仿练习。这些现代资源增加学生练琴兴趣的同时也可以对

课堂教学起到一定辅助的作用。

（六）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学情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虽然内地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招收的民族地区学生，仅占整体

生源的一部分，但在整体的教学安排上也要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

学情，在钢琴课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音乐文化的丰富

内涵，树立文化自信，同时要注意强调音乐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为了让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能主动，高效率练琴，

可将学生熟悉的少数民族歌曲进行改编，同时将一些经典名曲，

学生喜欢的流行音乐，影视剧音乐等改编成简易版让学生练习。

通过这些作品的练习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学琴兴趣、树立演奏自信，

除了课堂问答时交流外，还可以在固定回课期间与少数民族学生

进行交流，针对学生演奏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教学方面的调整。

四、结语

我国目前在不断推进学前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

族的学生作为民族地区幼儿园教育教学的主要力量，其专业素养

直接影响民族地区幼儿教育的质量，所以，采取有效策略提高少

数民族学生钢琴演奏能力和音乐审美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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