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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宏

孩子学琴家长一定要知道的事
—— 了解与沟通篇

孩子在学琴中出现肢体问题，

是家长看得见的，但是，学琴中遇到

的学习知识层面的问题之复杂，使家

长始料不及，甚至是很多老师都不了

解的。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学五线

谱的例子，很多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

现象，孩子学五线谱似乎很困难，有

很多老师也怕教孩子识谱。我最初开

始教琴的时候也总是希望接手一个已

经认识五线谱的学生，对从头教孩子

识五线谱特别发怵。可能很多家长与

教师都没有意识到，孩子在学五线

谱的时候，包含了多么复杂的心理现

象。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讲音乐心理学

课的时候，当堂做了一个实验，我在

黑板上画了一个横，横上划一个圈，

（拿一张纸，上面画一个音符）我问

下面的人这是什么音，下面的人都说

是DO，我紧接着问这是哆吗？有些

孩子愣了，有些孩子笑了，愣的学生

没反应过来，心里想，这不是哆是什

么？笑的学生反应过来了，知道这当

然不是哆。这个横加一个圈的音符，

到底是什么音，还要取决于在什么谱

号上，放在哪个位置。高音谱号，

在这个位置时，它是DO，在这个位

置时，它是LA，低音谱号在这个位

置时，它是DO，在这个位置时，它

是MI，为什么大家第一反应这是DO

呢？因为孩子一开始见到这个图形

时，他看到的就是一个圈上一个横，

老师就说这是DO，于是这个圈加一

横就叫DO，孩子不管放哪。这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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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方法，是直观的图形识别的反应，

不是真正的五线谱知识的掌握。

这就像有些孩子，可以对着小人

书一个字不差地念给你听，大人会以

为这些字他都认识，其实，他根本就

不认识字，而是他见到了，因为这页

的图形，就知道该说这些话了，因为

他背下了你读的话。把这个字，换到

别的地方，他就不认识了。

老师指着哆这个音符，说这是

哆，孩子就说哆，你再问孩子这是什

么音呀，孩子说哆，挺好，识谱了，

你翻过下一页，问，这是什么音呀？

孩子不认识了，你就告诉他，这不是

哆吗？老师想，这是刚刚教过的，这

是哆，刚才不都认识吗？小孩子想，

哆不是在前面那一页吗？怎样跑到这

里来了？

我们很多老师都遇到过这样的

现象，孩子学琴一直学得挺好，一直

都显得很认谱，有一天，突然间你发

现他根本就不识谱了。其实我告诉大

家，由于我们的五线谱教学，没有认

真研究与分析过孩子五线谱学习的知

识结构掌握规律，所以，孩子其实一

直都是死记图形，并不理解音高体系

的基本关系。有的孩子悟性高，自己

概括出来了图形运动与音高的运动的

对应关系，学过一些音以后，其它音

自己就能推算出来，而有的孩子悟性

低，不会概括，老师又没教，结果当

音符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

不认识谱上音符的现象。

我在学琴的时候，曾经受过一次

很深的伤害，就是由于出现了不认识

的音符。

此事到现在，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学琴晚，12岁才开始学钢琴，学了

一段时间后，五线谱上的音，已经学

了不少，但那天出现了一个音，这个

音是中央DO上面的FA。通常是记在

高音谱号上的，但是这次，出现在了

低音谱号上。我以前没见过，老师也

没有讲过。但是老师心里想的是，我

自己应该会认识这个音，连MI都认

识了，FA为什么不认识，其实他根

本就不知道，以前

所有我认识的音，

都是他告诉我后，

我 死 记 硬 背 下 来

的——我根本就不

认识五线谱。过去

那 么 长 的 时 间 以

来，我的每个音都

是靠机械图形识记

的。但老师指望他

教了几个音以后，

我自己就能够推算

出来所有的音了。

实际上，我的老师

根 本 就 没 有 教 过

我 如 何 推 算 下 一

个 音 ， 结 果 那 个

音 我 不 认 识 。 那

天 老 师 说 ： “ 你

连飞飞都不如”，飞飞是教师的另

一个小学生，4岁。我12岁，老师说

我不如4岁的飞飞！当时下课回家

后，我大哭了很长时间。

我再举一个节奏的例子。音乐

演奏，有清晰、准确、稳定的节奏

感，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但是，我

们 发 现 ， 有 很 多 孩 子 都 有 速 度 不

稳、节奏不准的问题，在老师那里

上课，老师用小棍敲着桌子，帮他

打拍子，好一点；回到家里，爸爸

买个节拍器，跟着节拍器演奏，好一

点。一离开这些拐棍，速度不稳、节

奏不准的毛病就又犯了。根本原因就

在于，孩子的内心里面没有节拍感。

许多老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稳定均

速的击拍感训练，必须在孩子学琴的

第一时间，就作为一个重要的训练内

容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在我自己编的

钢琴教材中，就是把均速击拍放在第

一课学习的。孩子先学一拍音——拍

一下弹一下，再学两拍音——拍两下

弹一下，再学三拍、四拍音，每一种

时值的音符，都是在击拍的概念下学

习的。但是，大家去看一看，目前流

行的学琴教材，学的第一音都是“全

音符”——四拍音。大家想一想，连

基本击拍还没有学，连一拍音都没有

学过，就直接学四拍音。大家知道，

孩子是怎么数四拍的吗？他是这样数

的：老师让他慢一点，他这样数……

老师让他快一点，他那样数。孩子

演奏时速度不稳、节奏不准，是与

最初上课的教材、知识结构安排不

合理有很大关系的。我想每个器乐

教师，都应该同意我的观点，器乐

教学中，乐理知识的学习是非常散

乱、不系统、不严密的，乐理知识

的学习在教育学层面上的分析与设

计非常不够。导致了孩子学不会，

记不住，不能举一反三。一会儿清

楚一会儿糊涂。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我这里

只举了几个最简单的例子，目的是

希望我们老师和家长能知道，孩子

在学琴过程当中，有很多认知方面

的困难是家长不理解的。当孩子听

不懂、学不会、记不住、不会用的

时候，家长不要急躁。当然，在学

琴时，孩子面临的困难远远不限于

此。在乐感方面，音乐理解方面，

风格把握方面，这些更深层面需要

掌握的东西，难度就更大了。而许

多 老 师 在 这 些 层 面 的

爱乐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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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民思想感情的光辉。特别是他

创作的两首钢琴协奏曲，融合着一

个爱国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

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厚爱。

吕骥说，1830年，肖邦出国来到

维也纳。1831年9月，华沙起义失败的

消息传到这里，使他精神受到沉重打

击。他以极度悲愤的心情创作了他一

生中最为优秀的作品《革命练习曲》

和《d小调前奏曲》。后来，他流亡

到巴黎，在巴黎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

十几年。他的心一直和祖国在一起。

同日晚，吕骥还与音协副主席

李凌、赵沨等，会见了“国际音乐会

议”执行秘书杰克·鲍诺夫。鲍诺夫

此次来华，对我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

问，主要是要了解我国的民族民间音

乐、现代音乐及作曲家、表演家的状

况，以及我国音乐教育、音乐广播、

电视等方面的情况。在会见中，他热

（ 1 ） 2 0 0 5 年 6 月 ，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人 民 音 乐 家 吕 骥 传 》 说 ， “ 6 月 ， 撰 文 《 悼 念 田 汉 同 志 》 （ 载 同 年 第 五 期 《 人 民 音

乐 》 ， 该 文 收 入 《 吕 骥 文 选 》 时 ， 题 目 改 为 《 悼 念 我 们 的 田 汉 同 志 》 ） ” 见 该 书 第 2 2 5 页 。 错 误 有 二 ： 一 、 1 9 7 9 年 的 《 人 民

音 乐 》 是 月 刊 ， 写 于 “ 6 月 ” 的 文 章 ， 怎 么 可 能 在 5 月 发 表 呢 ？ 二 、 经 查 阅 1 9 7 9 年 第 五 期 《 人 民 音 乐 》 和 查 阅 《 吕 骥 文 选 》 下

集 ， 比 较 发 现 两 处 的 标 题 没 有 任 何 变 化 ， 都 是 《 悼 念 我 们 的 田 汉 同 志 》 。

更 正 ： 连 载 （ 十 四 ） 中 照 片 时 间 是 1 9 3 5 年 6 月 。

切表达了“国际音乐会议”希望与中

国音乐家协会合作，把中国音乐通过

“国际音乐会议”这个渠道介绍到世

界各地去。

北京的访问结束后，鲍诺夫还赴

湖北随县，参观了曾侯乙墓出土的编

钟。他站在宏大的编钟面前，听着洪

亮的声音，感慨地说：“对于音乐界

来说，中国编钟的出土是一件非同寻

常的大事。”

教 学 中 ， 只 知 其 然 ，

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存在这样的

问题，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告诉孩子音乐应该是什么样的感

受，却不告诉孩子，这样的感受，

落实到操作上具体该怎么做。这一

系列的问题，都不是孩子的责任。

这里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我想，当了解了孩子在学琴中

遇到的这些困难以后，每个家长都应

该在自己的脑子里，牢牢地挂上一根

弦，不要把孩子存在的问题简单归结

为孩子不努力，简单地归结为孩子的

态度问题，更不要认为孩子是与你作

对，这样做不仅仅于事无补，还会使

家庭当中增添完全不应该产生的烦恼

和焦虑、冲突。其实，每一个孩子天

生都是愿意表现好的，天生的都是想

让家长和老师高兴的。当一个孩子出

现了问题，遇到了学不会的知识、改

不掉的错误的时候，家长与老师仍然

应该坚持对孩子有信心，更多地反省

自身存在的问题。在教育的原理、策

略、技巧与方法上深入思考与研究，

找到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途径。

而不要用简单的“不用心”三

个字，就把所有家长和老师应该承

担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孩子，总之，

如果你要知道了孩子学琴有多难，

我 想 你 的 耐 心 就 会 多 一 些 ， 而 你

的耐心就平息掉了有可能出现的不

愉快的情绪，消除了你的焦虑与愤

怒，最后，受益的是我们的孩子，

使我们的孩子在学琴过程中少一些

来自家长方面的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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