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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更多家长渴望提高孩子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水平，便

于让小孩利用课余时间学习钢琴。但是，相当一部

分儿童学琴不久就会表现出学琴倦怠，不情愿练

琴，甚至找各种理由逃避学琴，直接影响了学琴效

果。儿童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产生厌学，甚至抵触

情绪，这是学琴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家长和老

师对厌学琴童不能听之任之，应该根据学童具体情

况，细心分析厌学原因，想办法正面引导和鼓励。

只要家长、教师紧密配合，引导得当，是可以帮助学

童走出困境，取得良好学琴效果的。

一 儿童钢琴学习厌学成因分析
（一）学习目标不明确

钢琴学习周期比较长，投入比较大，既然决定

让孩子学习钢琴弹奏，应该说家长们的目标都是很

明确的。绝大多数家长都是希望孩子通过学习钢

琴，掌握一定的弹奏技能，增长知识，并因此热爱音

乐，提高艺术修养；也有的希望孩子通过钢琴学习，

更好地培养孩子的意志品质；还有的希望孩子多一

样特长，能在今后升学时得到加分，优先升到理想

的学校。凡此种种，家长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出发

点都是为了孩子能健康成长，顺利成才。然而琴童

的年龄、学识因素决定了他们的认知程度不足，往

往理解不了家长的一片苦心，不能建立明确的学习

目标，再加之没有足够的艺术环境的熏陶和影响，

儿童学习钢琴的兴趣和良好动机缺乏持续的推动，

这种无目标的学习如同不添加燃料的发动机，仅有

的学习热情耗尽，厌学情绪的产生是可想而知的。

（二）缺乏足够的意志力

钢琴弹奏是一项复杂的操作，是脑、手、体的综

合运动，要想达到一定的弹奏水平，除了受教师的

弹奏水平、教授方法影响外，更多地需要学童多次

反复地练习。对同一件事项的多次重复，对绝大多

数成年人来说都是十分枯燥的，何况是儿童。现在

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受到宠爱，吃苦

较少，缺乏应有的意志锻炼，加上学琴儿童大都年

龄不大，有贪玩的天性，使得这些儿童在学琴中一

遇到困难就会叫苦连天，闹情绪要放弃学习。同

时，有些家长面对这种情况采取鼓励少于顺从的取

向，心疼孩子叫苦，很随意地就顺从孩子的要求而

放弃学琴，导致很多孩子在学琴不久就中断了学

习。

（三）家长急于求成

学琴儿童本来就是在完成沉重而繁杂的学习

任务之余来学习钢琴弹奏的。一些家长在辅导孩

子练琴的时候较少考虑孩子的辛苦，缺乏耐心，以

大人的标准严格要求孩子，希望孩子在短时间内就

做到十全十美，快速取得好成绩，所以经常性地批

评、责骂甚至体罚孩子，忘记了儿童爱玩的天性，一

味地加大儿童学习钢琴的时间，使他们产生逆反心

理。

（四）教师教学态度和方法存在问题

钢琴是一门艺术性和技术性均很强的学科，在

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结合不同儿

童身心发展特点，因材施教，逐步提升。老师是否

给予儿童正面引导，是否能够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

都直接影响到儿童学习钢琴的兴趣。有的老师奉

行“严师出高徒”，一味地严格要求学生，这虽然有

助于琴童弹奏技术的提高，但是如果学生学琴时经

常受到老师的责骂、批评，那极易产生厌学情绪；有

的老师不能准确地把握学琴儿童的身心特点，对钢

琴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缺乏足够认识，讲授内容过

多过深，不仅不能对儿童提供帮助，反而引发儿童

的畏难情绪。

（五）社会大环境下不良风气的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不良的现象在儿童课余学

琴中存在：盲目拔高、相互攀比；不停地比赛、考级；

为比赛考级而教、为比赛考级而学。这种不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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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蔓延，使得部分学琴儿童、家长、老师迷失了学琴

的正确方向。加上平时文化学习的繁重，让孩子在

心理和体力上感到疲劳，从而更加厌倦钢琴学习。

二 改变儿童钢琴学习厌学的对策
（一）明确学琴目的

学琴前，家长应该给儿童做些准备工作。例如

与孩子一起聆听音乐、看音乐会，观赏钢琴比赛等，

多给儿童介绍一些音乐常识和钢琴常识，有意识地

向孩子灌输学习钢琴的意义。让儿童懂得，学习钢

琴弹奏可以获取更多音乐知识，提高音乐的鉴赏能

力；将会丰富自己的人生，同时还会给自己、家人和

朋友带来很多快乐，以此激发儿童学琴愿望。若家

长只注重设定学琴的目标和计划而忽略了学琴的

内在动机和兴趣的培养，几乎已经注定了孩子不可

能坚持学琴。正如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家长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孩子

变“要我学”的被动状态为“我要学”的主动状态。

当然学琴前也要让孩子意识到学习钢琴并不

是很轻松的事情，遇到困难是常事，不然学琴后孩

子可能会认为家长在骗自己。大人可以通过讲各

个钢琴家刻苦练琴的小故事让孩子明白只有吃得

苦、有毅力的人才能学好钢琴。学琴前让孩子做好

吃苦的思想准备，避免未预料到的辛苦可能对儿童

学习兴趣产生的干扰，是让儿童坚持学习目的，增

强学习动力的有效手段。

（二）养成良好的练琴习惯

再有天赋的孩子在相对枯燥的练琴过程中都会

丧失新鲜感，一旦学琴时间长一点，甚至有的儿童仅

三五个月就开始有点厌倦，这是正常现象。家长不

能因为孩子临时表现出没兴趣，而盲目判定孩子缺

乏这方面的发展前途，随意中断学习，既然确定学琴

就应该坚持下来。把孩子每天练琴的时间严格固定

下来，不要轻易变动，养成良好的练琴习惯，在规定

的时间里不允许做任何与此无关的事情，诸如喝水、

上卫生间之类。借助规律的作用，使孩子逐渐养成

习惯，从而保证练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学钢琴不可避免地要弹奏一些不那么有趣的

基本练习曲，此类曲子更容易触发儿童的厌倦。这

时候家长应配合老师，给孩子讲明练习目的：只有

掌握了技术要领，才能弹奏更优美动听的曲目。当

孩子练习过程中出现瓶颈状态，反复弹奏也无法达

到目的时，要告知他们这是正常现象，只要再坚持

努力一下，一定会取得进步。

钢琴技术非经持久的日日磨练，难以掌握。“当

孩子纯属因懒惰，贪玩，任性而无理不练琴时，就应

在讲清道理的同时，施之以适度的压力，也就是非

练不可。”[1]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千万不能因为宠爱孩

子而放纵他们。应该充分让学童明白只有坚持做

好每件事才能获取成功，得到大家的尊重，这样不

仅训练了孩子学琴的技艺，更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

意识，这将是儿童成长经历中最可贵的财富。

（三）努力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

孩子厌学心理的产生与教学环境或家庭环境

紧张、不协调有直接关系，教师和家长如果经常发

怒，就容易引起学生对练琴的反感，高压政策给孩

子个性的健康发展带来的多方面的危害。

教师在教琴时要尽量让课堂轻松愉快、丰富多

彩。教师要多与儿童交流，建立平等可亲的关系，

用语言去说服儿童学习，让儿童把学琴当成一件乐

意接受的事。

家长的心态也要摆正，家庭气氛要轻松、成员

要平等。多用赞赏和肯定的姿态面对学童的进步，

对学童的不足和暂时的困难多加包容，多给孩子以

微笑和鼓励；当孩子学琴疲劳时应该让孩子适时休

息；若孩子在短时间内能够有效地练好曲目，要给

予表扬并提供孩子充分玩耍的机会；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家长最好能亲自参与到孩子练琴的过程中来，

和孩子共同学习，共同分享学琴的艰辛与快乐。

（四）儿童钢琴教学应注重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儿童的天性决定了孩子们对枯燥无味的内容

和呆板的教法都会表示异议，想要克服学习过程中

随时可能出现的厌倦，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水平极其

重要。好的教师应教给孩子全面的音乐知识和规

范的演奏技巧，培养孩子的综合音乐能力；并根据

每一个孩子的各自情况，寓教于乐，正确引导。从

儿童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的科学施教。

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教材。如《中国儿童钢琴教

程》（应诗真编著），《幼儿钢琴教程》（李斐岚、董刚

锐编著）等这些都是被大家认可的很好的儿童钢琴

教材。在儿童钢琴教学的启蒙阶段笔者还选择了

老师、家长、学生三位一体钢琴初级教程《指尖上的

芭蕾》（李卓编著）。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集音乐

知识、中外经典儿童乐曲、弹奏方法、乐曲介绍为一

体，用生动形象的语言，以孩子们能够接受的方式

讲解出来，借助配有图画和文字解读的世界经典名

曲谱例，唤起儿童的想象力，并且保持孩子们对音

乐的好奇心和对钢琴学习的兴趣与动力。通过儿

童能够理解的想象空间，使孩子们获得各种不同的

音乐知识。同时这本书对教师的教学和家长的辅

导都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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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教学方法应灵活多样。面对初学儿童，

可以尝试以兴趣入手“先会弹，后专业”的教学理

念。例如在训练4、5指练习时，笔者选择了法国儿

歌《小星星》，这是孩子们都熟悉喜爱的一首歌曲。

先不讲手型方法，让学生弹出来。当孩子很快把旋

律弹出来后，发现4、5指不听使唤，音弹不响时，这

个时候再从声音入手，指导学生注意手型、触键，并

适时配以《哈农》针对性的练习。当孩子有了一定

的兴趣，再恰当引入相对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并告

知只有通过这种训练才能弹出更多更好的曲目，孩

子才乐意接受，以此应对学琴的枯燥期。

教师还应学会在表扬中点评。“当教师为学生

的演奏做点评时，注意力不应放在挑错上，要从表

扬孩子取得的成绩开始，然后再指出需要改进的地

方。无论学生弹得再糟糕，也要找出学生弹得好的

地方开始点评。”[2]这些理念老师也要善于和家长沟

通，全方位保证儿童的正常学习。

儿童钢琴教学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教学

中应注重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才能有效地促进

儿童学习钢琴。

（五）相关机构做好正面宣传教育

教育部门、学校、文化艺术机构、电视媒体等相

关机构应通过各种方式，正面宣传艺术教育的根本

目的，引导艺术教育健康发展，制止错误观念，指导

家长、老师如何科学引导孩子学琴，从而营造一个

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措施有：规范比赛考级制

度，强调艺术性、科学性；取消商业性庸俗化的比

赛；提高老师素质的考核，对不符合要求的教师取

消教学资格；严格审查教育机构，规范艺术学校类

机构的宣传和管理；规范行业宣传导向，严格制止

跟风攀比现象。同时，学校应切实做到减负，减轻

儿童学习压力，减少家庭作业，保证儿童艺术学习

的时间和空间。

三 结论
儿童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出现厌倦现象是正

常的，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当然，产生厌

倦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家长、教师、社会各方面

不要对此一概否定，妄下结论，做到既重视，又不紧

张，对厌学琴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引导、帮助、教

育琴童尽快克服障碍，走出困境。只要家长、老师

和社会齐心协力，钢琴教育健康良好发展，才能真

正达成艺术培养的真正目的，吸引更多的儿童参与

到钢琴弹奏的学习中来，为国家社会培养更多的基

础音乐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全民艺术水平，进

而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音乐人才贡献

我们的才智。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魏廷格.钢琴学习指南答钢琴学习388问（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4

[2]林碧炼. 如何防止和克服琴童的厌学情绪[J].钢琴艺术，2009（8）：56-57.

Cause Analysis and Tactics Research of Children's Piano Study Weariness

XIA Yi
（Yibin College，Yibin，Sichuan 64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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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studying piano with perseverance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Children；Piano study；Weariness cause；Countermeasure

夏 毅：儿童钢琴学习厌学成因分析与对策 ·· 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