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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唱法在儿童钢琴识谱教学中的运用

◎李婷婷    
摘要：钢琴弹奏需要弹奏者利用大脑、眼、耳、口、手、脚等多种器官的共同参与良好的配合，才能弹出优美动听的音乐。

儿童在钢琴启蒙学习中，能否有效地进行眼睛、口、手及弹唱的结合也会极大地提高学习效率、音乐的审美与表现。尤其

是在初学中乐谱中大量的线间排列、不同的音符与节奏组合让儿童在识辨乐谱信息时极易混淆与遗忘，机械地弹奏会让儿

童感到枯燥乏味，从而失去学习钢琴的兴趣与信心。钢琴教学中以弹唱结合的方式能够提高初学儿童正确的识谱与快速反

应能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与音乐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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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琴教学中正确识谱的意义

（一）正确识谱的意义

儿童学习钢琴之初需要建立多方面的

能力：识谱能力、弹奏能力、听觉能力、

音乐审美与表现能力，其中识谱能力是钢

琴学习的基础，决定儿童是否能通过大脑

准确输入作品信息，同时也影响他们正确

地理解与表现音乐作品。

（二）识谱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儿童在学习钢琴之初，识谱存在

很大的困难，会出现识谱错误、速度缓慢，

或是只能依靠机械模仿教师弹奏，不能独

立完成乐谱的识辨。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

主要是学生在弹奏之初没有建立良好的识

谱习惯，无论是上课还是在练习过程中对

乐谱的学习并没有进行深度加工与巩固。

因此，儿童在初学钢琴的过程中容易出现

的识谱错误主要有：

1. 音符辨识错误

由于儿童在学习时不了解五线谱的

线间基本规律，对邻近音符之间的关系

不清楚，容易机械地记忆学习内容，再

加上课堂与课后练习中，旧的音符未得

到及时巩固，新的音符加入后更易混淆，

造成初学儿童出现音符识辨错误、识谱

困难的情况。

2. 节奏混淆

很多初学儿童在学习一段时间后，未

能区分不同的节奏型，弹出来的节奏颠三

倒四、速度不稳定、忽快忽慢，音乐弹奏

中一旦出现不同节奏的切换，如四分音符

与八分音符、八分音符与十六分音符时，

无法明确地区分两种节奏时值上的不同，

一首作品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速度。其原

因是学生并未建立好“基本拍”的概念，

或者不知道以什么形式来表现基本拍。 

3. 指法忽略

初学儿童在弹奏音乐作品中，往往不

了解作曲家对指法的设计意图，容易出现

两种指法的错误：一、不看曲谱中的指法，

随性弹奏。二、出现距离较远的音程或者

需要转指的乐句时，不理解为什么用书上

标记的指法。这两种指法错误的现象都会

导致初学儿童弹奏错误，影响学习效率。

4. 调性不理解

初学儿童在接触一首新作品时，经常

会忽略作品中的调号，无论什么作品都以

C 大调为基础去识谱，导致作品中弹漏调

号音或临时升降音。所以，学习者除了了

解作品的音符、节奏、指法以外，还要理

解该作品的调性，能够演奏该调的音阶、

主三和弦、属七和弦的构成，才能理解在

该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调号音，在

识谱时不会对该升降的音符丢三落四，不

明所以。

二、弹唱法与识谱教学的关系

初学儿童年龄比较小，大多集中在 5—

7 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注意力不集中，

思维跳跃，喜爱多样、互动的教学方式，

教师要尽量避免枯燥单一的教学。教师在

识谱教学中，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认

知风格进行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将弹奏与

演唱相结合，通过问答五线谱的线间规律、

演唱音符、弹唱基本拍与不同节奏组合等

方式，把识谱能力以弹唱的形式进行训练，

让儿童将视觉输入的乐谱信息，通过演唱、

问答、书写等方式进行加工，最后用弹奏

的方式表现出来，提升初学者的识谱能力

和内心听觉能力，使初学儿童能够更多地

关注到自身弹奏与音乐的表现中。

三、弹唱法在儿童钢琴识谱教学中的运用  

（一）弹唱法在认知五线谱规律中的

运用    

五线谱由五条平行线组成，线与线之

间就是间，儿童在初学时需要了解五线谱

的组成元素、线与间的名称。但是由于初

学儿童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思维方式以

具体形象思维为主，音符学习在未经过深

度加工的情况下，儿童在学习五线谱时经

常会记错位置，混淆线与间里的音符。

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利用手指谱的方

式，让抽象的五线谱呈现在熟悉的手指谱

上，五线谱中的第一线到第五线分别对应

手指中的小拇指到大拇指，五线谱中的四

个间分别对应指与指之间的空间。学生建

立了五线谱与手指对应的基本概念之后，

教师可用歌谣的方式多次与学生进行互动

与提问：第一线在哪里？它是谁？教师要

求学生聆听其演唱的旋律，另一只手指着

小拇指并用相同的旋律音高回答教师的问

题：这是第一线。经过多次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问答、演唱将五线谱的线间排列规律

迅速、准确地记忆下来。

（二）弹唱法在音符的教学中的运用

儿童理解五线谱及其规律后，就可以

学习五线谱上的音符了。为了让儿童能够

更好地消化每节课的新音符，尽量地减少

枯燥感，每节课学习的新音符不宜太多，

1 个到 2 个即可。教师在音符的教学中，

应设计好相应的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每

堂新课的教授中学生能准确、清晰、快速

地反应出音符的唱名、以及键盘上对应的

琴键位置。所以，每节课新音符的教授与

巩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教师可以用

弹唱的方式进行教学（以中央 C 为例）。



095

久违的歌声
——谈如何培养中学生在音乐课
堂中的演唱兴趣

◎方丽敏
摘要：演唱教学始终在音

乐课堂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

随着中学生生理和心理的发

展，年龄越大，他们在课堂

中的演唱兴趣越是不高。学生

在音乐课堂上的演唱兴趣的减

弱，他们的演唱技能就会下降，

从而就会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

学生音乐素质的提高。因此，

如何培养中学生在音乐课堂中

的演唱兴趣至关重要。

关键词：演唱　我愿意唱　

演唱习惯　演唱兴趣

演唱是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

至今为止，我国在音乐教学理论与实践中有了很大的变

化，并且在其中增加了不少的音乐教学理论知识，但演

唱在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始终是缺一不可的，并且占据

着重要的位置。

记得学生时代在上音乐课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几乎

每节课都必须教唱书本中的某一首歌曲，而且我们也很

喜欢唱，那时我们在课堂的演唱兴趣很浓。不知不觉中

自己也成为了一名中学音乐教师，但也不知从何时起，

与我最初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中学生让他们在课

堂中开口演唱，真是“难”啊！“难”点如下：

1. 演唱时，声音很轻。全班四五十的学生发出的声

音还没有老师一人声音响亮。

2. 学唱不积极。在教唱歌曲时，只有少数学生在积

极配合老师，还有一大部分学生不会积极配合老师的教

唱，甚至有的学生演唱时不开口唱。

3. 识谱能力差。有的学生也在积极配合老师，但由

于识谱能力差，想唱也唱不出来。总之，想要让学生在

课堂中好好唱首歌曲，好好听学生唱首歌曲，真的“难”，

他们在音乐课堂中的演唱兴趣就是不高。

如何提高学生在音乐课堂中的演唱兴趣，改变学生

在音乐课堂中这些另类的场面，增加学生演唱的积极性、

主动性，让他们做到“我愿意唱”“我愿意学习演唱”“我

高兴唱”，我试着做了一些努力。

一、增设“课前唱”，培养学生的演唱兴趣

什么是“课前唱”？就是在上课前 5 分钟，“唱”

（三）弹唱法在节拍、节奏中的运用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时间在音乐中被切割成了很多个“拍”，每一拍

的时间都是相等的，弹奏者要保证每一拍时间的均匀度，比如一个四四拍

的小节，小节里的每一拍音符的时值要绝对平均，不能时值长短不一。但

是，初学儿童对每一拍时值的概念是不充分的，很难凭空想象每一拍时值

到底有多长，如果不给予具体的参照，儿童弹奏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不稳定，

加快或减慢，无法建立良好的节拍感知。对于教师来说，一方面，要强调

基本拍的教学；另一方面，借助身体帮助儿童形成节拍感。因为实际在弹

奏的过程中，儿童的主观意识会导致节拍越来越不稳，但是身体会更稳定，

所以借助脚打出的每一“拍”来稳定弹奏的节拍。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学 生 感 受

基本拍

播放简单的节拍律动音乐，

引导学生用身体的各个部分

（手、脚、头）感受音乐中

的基本拍。

用身体各个部分感受

稳定的基本拍。

聆听简单的

节拍律动音

乐，感知基

本拍。

将节拍器调到不同的速度

（快速、中速、慢速），引

导学生感受速度的变化。

感受不同速度中基本

拍与速度的变化。

学生感受音

乐作品中的

基本拍及其

变化

用三种不用的速度（快速、

中速、慢速）弹奏一段节奏

性很强的音乐。 

边聆听音乐边调整自

己的步伐，身体跟着

音乐走起来，用身体

感受不同节奏的变化。

感知不同速

度的音乐作

品中基本拍

的变化。

学 生 通 过

节 奏、 旋

律、 音 乐

作 品 训 练

基本拍

节奏练习：带领学生进行节

奏练习，口读节奏，手脚打

节拍。

通 过 口 与 脚 练 习 节

奏，训练节奏中的基

本拍。

由易到难、

由浅入深，

训练学生在

节奏、旋律、

音乐作品中

是否能稳定

基本拍。

唱谱练习：将音符的唱名融

入节奏中，边打节拍边唱谱，

巩固节拍的稳定性。

通 过 口 与 脚 练 习 旋

律，训练旋律中的基

本拍。

简单的单一节奏音乐片段弹

奏：出示音乐片段，引导学

生边弹奏边打基本拍。

通过音乐作品弹奏，

训练音乐作品中的基

本拍。

节奏组合 将不同的节奏进行组合，引

导学生通过基本拍视唱节奏。

视 唱 不 同 的 节 奏 组

合。

通过弹唱结

合 与 基 本

拍，巩固不

同的节奏组

合。

出示不用的节奏组合，引导

学生通过基本拍弹唱不同的

节奏组合。

弹 唱 不 同 的 节 奏 组

合。

四、结语

总而言之，儿童钢琴教学中识谱能力的训练是钢琴弹奏的基础与前提，

如何更加科学地对初学儿童进行教学有赖于教师对儿童学习情况的了解，

根据儿童的特点结合弹唱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儿童更高效地学习乐谱内容，

从识谱中解放出来，才能关注到自己作品的演奏与表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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