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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孩子喜欢弹琴

许多家长反映孩子不喜欢弹琴，家长认为，本来弹琴是一

件既开发智力又很有趣的过程，可孩子却十分不喜欢。学琴

之初孩子还比较喜欢，可随着学习的深入兴趣就一点点减弱，

很多学生就是由于极度的没兴趣而中断学琴的。目前孩子学

琴的兴趣问题几乎困扰每一个学琴的家庭，绝大部分的家庭

如果不是父母极力坚持，孩子早就中断学琴了。

谈到兴趣，首先我们要明确兴趣的作用，兴趣是一种愿

望，而实现愿望可以使人享受所带来的喜悦，而喜悦可以使人

的注意力更集中。兴趣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有兴

趣的做事情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方向。

相比之下人对于陌生的事物要比熟悉的事物有兴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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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天生就对陌生的事物有征服感，因为不熟悉而产生征服的

欲望，所以有句话叫物以希为贵。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

们天天呼吸的空气，当空气质量没问题时，我们从来就没意识

到空气的重要，当空气质量很差时，我们就会觉得清新的空气

很珍贵。对于不熟悉的人，因为有一种想了解的兴趣而相处

谨慎，而十分熟悉的人我们就会不以为然，比如夫妻。这些例

子告诉我们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由于孩子天天弹琴，当对钢

琴、弹法、家长辅导的方式等熟悉了之后，对弹琴的行为是不

会有很大兴趣的，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有的孩子性格活

跃，对陌生的事物有征服欲望，由于钢琴学习中可以不断的练

习新的乐曲而产生兴趣，表面上这类孩子是挺喜欢弹琴的，实

际上钢琴的技术训练是很细腻的，要完整演奏一首乐曲不仅

需要弹下来，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要求。而对于这类孩子，如果

要求松懈，虽然容易有兴趣但没有技术能力，学到一定程度技

术能力不够时就会停滞不前，学不下去。如果要求严格兴趣

就淡漠。有的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对陌生的事物缺少征服感，

就容易对任何事情都兴趣寡然，学琴过程中要求严不严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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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没有兴趣。

我觉得孩子不喜欢弹琴是很正常的，在学琴过程中，每天

至少４５分钟的练琴对于任何人都是很难忍耐的，对于成人来

讲，我们能够耐心做事的原因大多不是兴趣，而是责任和利

益，我们可能把做事当作是一种过程，我们更多的时关注于结

果，就像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有收入，我们可以用这些收入

去享受生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而对于工作本身只是实现兴

趣的手段。可对于孩子来说弹琴不仅不会给其带来很大的利

益，天天的练琴是很难坚持的。我在教学过程中曾经要求家

长每周拿出孩子练琴时间的１／１４，也就是１５～２０分钟来练

琴，虽然绝大部分家长都没有坚持过一个月，但家长心里是明

白的，学琴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所期待的以天然的兴趣来学琴的想法是很难实

现的，这也是许许多多孩子在学琴的过程中半途而废的主要

原因。按我目前的教学经验和效果，孩子弹琴没兴趣没关系，

我们是可以训练弹琴的兴趣的。而训练的办法就是对人的调

整，在学琴的初期一切按能够产生兴趣的方式进行训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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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兴趣的作用就是可以使人以很专著的状态做事，那么

我们就训练孩子注意力集中的能力，从而达到同有兴趣一样

的效果。这仅仅是开始，学生一般需要用半年至一年的时间

进行技术训练和稳定，使其达到注意力集中的状态，并且在训

练基本结束之后，就可进行音乐表现的训练。当孩子能够以

真实自然的情感表现音乐的时候，那种音乐给她带来的兴奋

和刺激会使他为了再次寻求那种情绪而不断的努力，这种对

结果追求的动力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兴趣。所以当某一学生在

弹琴中找到音乐感时，我会告诉他：你已经入门了，你以后会

学下去的。

注：真正的音乐不是演奏者故意的表现，也不是练习强弱

就能实现的。音乐是一种语言，当你能够掌握这种语言并能

够通过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时，你才能感觉到什

么是音乐。你问那些感受到音乐的孩子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孩子大多会很兴奋得的告诉你：痛快、舒服、发泄。

这也许就是音乐真正神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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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基础知识

１．钢琴是乐器之王

为何钢琴有如此殊荣呢？很简单，因为钢琴有其他乐器

办不到的，就是钢琴可以独奏，而且有和声。为什么钢琴老

少皆宜呢？

我们以称为乐器之后的提琴来比。

提琴的独特魅力几乎是稍有音乐常识的人都体会得到。

揉弦出来的声音真正称得上“惊心动魄”，学提琴。用以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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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感怀，吐露自己的心曲，是多少人的梦想。

提琴虽然有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魅力，

但与其他乐器一样有其局限性。它是一个以单音曲调见长的

乐器，难以独立单个完成完整的乐曲，更不要说大型乐曲（奏

鸣曲）。換句话说，它必须要伴奏。通常是由钢琴配合方称得

上一个完整的乐曲表达，而少见只有一个提琴没有伴奏的真

正“独”奏，如果有机会两相比较就明白没有伴奏的提琴“独”

奏逊色多了，不要伴奏的提琴曲极少象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

随想曲”———其实就是最高难度的练习曲。巴赫的“无伴奏奏

鸣曲和组曲”等几首，其要求专业人士都难。练习曲不要伴

奏，但学琴不能永远只拉练习吧，总要演奏乐曲以抒发感怀，

在业馀情況下找伴奏很困难。

钢琴则不然，它除了自身是最佳的伴奏乐器外，同时还是

最佳的独奏乐器。除协奏曲外，它能独立完整地完成由小到

大的乐曲演绎，其丰富的和声表现能力，连交响乐都能改编用

钢琴来演奏，是其他单个乐器所无法企及的。钢琴表现缠绵

悱恻的长音显然拙于提琴，但从整体全面来看它是强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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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个乐器。故小提琴被称为“乐器之后”，钢琴理所当然

的是“乐器之王”，因为丰富的和声，它表现英雄豪迈弘大的气

势是其他任何乐器所无法比拟的。“钢琴诗人”肖邦的夜曲其

婉约忧伤令人屏息回肠，他的钢琴曲即使改编成管弦乐．都不

能再现钢琴特有的韵味。印象派大师德彪西的许多钢琴曲，

“水光潋灩，山色空蒙”音画般的幻景，也是其他乐器难以表

现的。

钢琴的演奏姿势也较合符自然，不像小提琴反扭手臂．不

要小看了反扭问题，年纪稍大一点上高音也困难，再加上速度

音准，真比蜀道难。

钢琴教育是音乐教育的基础。一切规范学习音乐的学子

有条件的都应学习钢琴，通过学习钢琴可以学到一定程度的

乐理、和声知识，开阔音乐视野。比较提琴来说，它更适宜家

庭、业余、自娱，入门也比提琴容易，提琴稍微能听的音质和音

准一般应有３到５年功夫才成，钢琴解决这些问题相对容易

些。学习器乐一般说来要达到较高程度要有１０年左右功夫

解决基本技术问题。所以有心者应从小学起，即要有童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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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指要达到独奏能力而言，退而言之，达不到此水平，钢琴

作为一个自我修养，或自娱自乐的载体，在家里在同好中，也

比其他乐器为好，所以，少儿学琴以钢琴最好。

同样年龄．学习条件各方面相同．学钢琴比学提琴走得

远，一般伴奏和中等难度曲目可以胜任下来．可以达到自娱自

乐。如果起步年龄不太大，十多岁学琴，钢琴即使达不到肖邦

高难度曲目，距离也可能不太远 。同等条件学提琴离帕格尼

尼就可能比离肖邦远得多了，所以现在不少有条件的中老年

人，为了了却年轻时的音乐心愿，选择学习钢琴是有道理的。

比如哈尔滨市学琴者有三成是老年人，他们肯定不会想搞专

业，但可以做到更好的情感表达和精神寄托，也能亲身阅历音

乐殿堂。作为生命、精神历程的一部分，会有不虛此行的

感觉。

故成人学琴，钢琴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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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钢琴构造及发音原理

钢琴一般通称为Ｐｉａｎｏ，全名为Ｐｉａｎｏｆｏｒｔｅ，意指“弱－

强”，在钢琴內部构造上是以琴槌击弦，也就是说钢琴可依演

奏者触键的不同而发出纤纤弱音或是狂暴的突强音。

钢琴的右踏板控制內部的制音装置，用以延长乐音。

左踏板依击弦系统的不同而控制琴槌击弦的数量或距

离，使琴槌只击平时较少数量的弦或使琴槌与琴弦间的距离

缩短，产生更弱的乐音。钢琴的中踏板，在直立式钢琴上是控

制琴槌与琴弦间的布幔升起，以降低音量，避免练习时干扰

他人。

在高级的平台钢琴偶可见到中踏板，只控制踩踏板时所

弹的键之制音器，换句话说，只延长踩踏板时所击之键的乐

音，其他音不受影响。

一般我们常见的钢琴共有８８键，在特制的钢琴上甚至有

９７键，钢琴可以说是音域最广的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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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儿童学钢琴前的必要准备

时下，人们普遍都把学弹钢琴，视为开发人的智慧的最佳

专案，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父母们，纷纷首选以“学钢琴”来开发

自己小孩的聪明才智。这当然是一项明智的选择，但对“在孩

子进入钢琴专业学习之前应做哪些必要准备”不少人的考虑

常欠周到。

往往有人认为只要家中有钢琴，就可以请老师给孩子上

钢琴课了，其实不然。选购钢琴和聘请良师当然是学钢琴的

重要准备，但还有一项重要的准备多被忽视，那就是在学钢琴

前，孩子在音乐基础素养方面的准备。要知道：钢琴的学习，

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技艺性操作绝对不是机械式的动作，而

是演奏者对音乐的一种艺术感的表达。一个孩子在学钢琴

前，若对音乐没有起码的初步艺术感知和体验能力，弹奏时就

难于产生音乐感，从而使他的钢琴训练，在一开始，就会产生

无乐感和枯燥，若同时加上乏味的教材和不适当的教法，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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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形成机械式的弹奏习惯，有许多孩子对钢琴训练的厌倦

情绪，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切不可让一个毫无音乐听赏和

没有学唱经历的儿童，在没有一点儿音高概念和节奏感基础

的情況下，就开始学习钢琴。

那么儿童在进入钢琴专业学习前，应如何进行音乐基础

素养的准备训练呢？

由于新生儿听觉感官的早熟，对还在母体七个月的小生

命进行的“音乐胎教”便应运而生。于是，音乐就被排定在开

发儿童智慧的各学科的最前沿，从而使“如何不失时机地用音

乐手段开发儿童智力呢”与“在学弹钢琴前应如何进行音乐基

础素养的训练呢”成为同一个话题。

“音乐胎教”是比“母语施教”更早的智慧开发专案，对孩

子毕生的智力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实践证明：经过有效的“音

乐胎教”训练的幼儿，对音乐有热情、有敏感的反应，模唱发声

时的音准和节奏一般都会很正确，且有明显的音乐学习主动

性，有良好的音乐记忆力、音高听辨力与节奏感。

“音乐胎教”作为一种艺术熏陶方式，应选择节奏明快、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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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听、形象鲜明、格调清新、音色亮丽的富有音乐性和童趣

的优秀曲目作为听赏內容，特别要首选格调高雅的中外古典

名曲，而决不能使用音调怪异伤感或节奏粗野狂暴的音乐。

“音乐胎教”的训练方式很是简便易行：在安靜的家居臥室里，

孕妇舒适地侧靠在床或沙发上，将一只音质优良的带有随机

小喇叭的“随身听”，贴放在腹部，播放“胎教音乐”，借母体的

传递，让腹中的婴儿倾听。凡是怀孕七个月后的孕妇都可进

行，但播放时间要节制———每天间隔进行约半小时。

对第一年的新生儿，主要也是通过听赏来进行音乐熏陶，

培养的主要形式是：（１）听赏适合幼儿听的优秀音乐作品。

（２）听赏大人们演唱的摇篮曲、催眠曲和儿歌。１岁左右

时，人耳已能分辨声音的喜怒哀乐变化、音调的高低变化以及

节奏的长短变化。

可以从孩子要求“哇哇”学语、母亲开始口对口地教“母

语”发声时起，用单个的声母或韵母让他来发音学唱。并以此

有计划地由易到难，模唱由两个或三个不同音高组成的简易

乐曲，并一步步慢慢提高，日积月累，就能进入对简易儿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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