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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呼吁
一生至少要学

一件乐器

■ 周海 宏

学琴教育能为孩子提供了最复 单
，
看一看器乐演奏的学习包含了哪举一个小例子 ： 完全可以让３岁

杂的综合刺激 。 我们要强调的是学 些复杂的心智活动和肢体控制操作 的孩子学会五线谱 。 五线谱是
一

个

琴教育 ， 是为低龄孩子提供了最复 性的活动 。 符号对应关系视觉 、 动 什么样的东西的呢 ？ 五线谱是
一

个

杂综合刺激的训练 。 相对于其他各 觉配合 ， 审美构想 、 情感体验的唤 视觉图形 ， 在这
一

视觉的 图形上 ，

种教育 ，学琴教育需要人的心智能 起对听觉的要求 ； 空间对应关系的 有很多构成的符号 ， 这些符号在

力 、 肢体控制的整体配合 ； 对心智 转换 、 对肢体运动的速度及力量的 不同的空间位置上 ， 又有不同的意

能力 、 肢体协调的综合提升要求特 控制
；
定位的准确人际交往中 ， 自 义 。

别高 。我行为的控制 、 遵从指令等 。 没有一个在 五条线上 的
“

小蝌

因此
，
我们可以以学琴为抓手展 哪一门教育能够像器乐学习那样

，
需 蚪

”

， 意味着在键盘的那么多琴键

开音乐教育 ，带动孩子心智能力的全 要同时调动如此复杂的人的综合能 中的
一特定的键子 ； 意味着

一个上

面发展 。 我们可以简单地拉
一

个清 力与全面系统配合。肢肢体的定 位与
一

个手指下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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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成绩不好 ， 以后就走音乐之路 ， 我从不强调孩子学琴和未来之间的 要资金的投入 ， 更是时间的投入 ，

做个钢琴特长生 ， 也算是为孩子留 关联 ，
未来真的太久远 。 我只会不 本意是在提升孩子艺术修养的过程

了条后路 。 因而 ， 在学习过程中就 断地暗示 ： 你看你学琴之后能听懂 中 ， 顺带激活孩子的大脑 。 如果它

会带着明确的暗示 ： 孩子 ， 你学 习 小鸟的歌声 、 听懂 自然的语言 、 听 变成了对考级的盲 目追求 ， 对音乐

可能不行 ， 学琴可以是你今后的饭 懂各种音乐会 ， 这相当 于让你有了特长生的盲 目追捧 ， 对未来孩子应

碗 、
可以混口饭吃的工具……如果 某种特异功能 ， 但是要有特异功能 试成绩不理想时靠钢琴混 口饭吃这

家长有这样的潜意识 ， 难免不会在 就必须有刻苦的练习过程。样残酷的现实片段 ， 那么学琴之路

各种生活片段中表现出来 ， 孩子怎孩子不排斥 ， 练琴的时候相对 稍不 留意就会走偏 ， 以至于越来

么会感受不到呢 ？积极 ， 在和我
一

起听各种古典音乐 越偏 ， 直到背离我们的初心。

就算以钢琴作为谋生的工具 ， 时也会发表 自 己的感受和评价 ， 这我们要什么 ？ 希望孩子收获什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音乐艺术的底 就足够了 。么 ？ 这两个问题应该时刻盘旋在我

蕴 ， 没有大量的知识储备 ， 没有开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 目 的 们的脑海中 ， 不断地反问 自 己 ， 学

阔的眼界 ，
又怎么能谋好生呢？和孩子开始枯燥的学琴之旅 ， 学琴 琴之路才能更理智 。

在陪伴 自己孩子学琴的路上 ， 的
“

初心
”

不能忘 。 学琴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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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指令 ； 意味着
一

个特定振动频 造出对象 ， 还要比较这个对象跟我 音乐这样 ， 给每个人提供了如此广

率 、 特定长度的声音的产生与消失。 理想对象之间的关系 。阔 、 如此 自 由的想象空间 。 很多东

这是一个典型的符号概念建我们可以想象在小孩学琴过程 西都有发挥人想象力的空间 ，但为什

立的过程 ， 而这个符号概念所包含 中 ， 孩子整个心智与肢体能力得到 么音乐格外培养人的想象力呢 ， 这

的意义甚至比语言概念的符号丰富 全方位的刺激 。 我们稍微对比
一

下 需要回到
一

点点心理学的原理上。

得多 。 在这个过程当中 ， 有视觉的 就可以发现 ， 在孩子童年所接受的人类 的基本感 觉反应 中 ， 除

刺激 通过眼睛看到谱子 ， 视觉 各种各样教育当 中 ， 没有哪
一

种教了大家所熟知的视 、 听 、 味 、 嗅 、

图形的刺激变成了符号的识别 ； 有 育能像学琴那样 ， 对人的整体能力 触之外 ， 还有
一个非常重要的感

声音的想象
——

实际上包含了
一

个 产生如此全面 、 系统的训练激果 。觉 ，
这个感觉是联觉 ， 也有人叫做

音高 、 音长记忆的激活 ； 有肢操作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 也许学 通感 。 人类各种感觉之间具有相通

的指令个键位的选择以及
一

琴不能培养数学能力 、 语言能力 、 性 。 对
一

个感觉器官的刺激 ， 不仅

系列肢体控制的配合 ； 有听觉的反 逻辑推演能力 ， 而且实证研究表 仅让这个感觉系统产生反应 ， 它还

馈 音高 、 音长与想象的符合情 明 ： 学琴教育不能够促进这方面的 激活了其他感觉器 官的感觉 。 比

况。 视觉 、 听觉 、 符号 、 动觉
一

系 智力 。 提升这些智力 ， 也不是音乐 如 ， 你的听觉虽然受到 了刺激 ， 但

列的活动 ，就构成了
一

个非常复杂 教育的职责 。 但我们要特别强调的 同时也觉得高音给人明亮 、 兴奋 、

的系统过程 。 不仅如此 ，音符识别 是 ， 学琴既可以提升感性素质 ，
可 小而轻 、 活跃的感觉 ； 低音给人感

的过程 ， 还是
一

个连续的 、 系列化 以提升人听知觉的组织能力 、 想象 觉昏暗 、 压抑 、 大而重 、 沉闷 。 音

的过程 。 而在这个系列化的音符识 能力 ， 也可以提升人的注意分配能 乐艺术 ， 在诸多艺术 当中是最容易

别过程与肢体操控过程中 ， 还发生 力 、 肢体控制反应以及协调配合能 让人浮想联翩的 。

了更复杂的心智活动 。 所有符号组 力 ， 所有这些东西组织在
一

起 ， 就音乐欣赏活动的过程 ， 本身

织起来形成了音响组织 ， 而演奏者 变成了非常复杂心智和肢体能力的 就是一个想象力激发的过程 。 音乐

要对这个音响组织的样式提前有
一

整合。欣赏课 ， 就是想象力培养课 ， 而想

个想象 ： 考虑这个音乐上去是渐强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 象力正是创造力的核心构成部分 。

还是渐弱 ， 这段音乐是快乐的还是 这些非常重要的能力的培养 ， 恰恰 所以要想让孩子成为创造性人才 ，

悲伤 。 这就与情绪情感的唤起发生 在学校几大科目学习 当 中没有包括 就要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 就要对孩

了联系 ，
从而调动了

一

个人从认知 的 。 而这正是学琴教育对孩子发展 子进行良好的音乐教育 ， 那么学琴

到情绪的全面反应 ， 在肢体的配合 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对孩子进行音乐教育的最好抓

下
， 会产生出音乐的音响 。 孩子听音乐是培养创造力 、 想象力的 手 。

到 了音响 以后 ， 还会和 自 己头脑当 重要平台与抓手 。 我要强调的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四处呼吁 ：

中理想的样子进行比较 ， 发现这个 音乐教育是培养想象力的最有效的
“

每个人
一生至少要学

一

件乐器 ，

键不够强 ， 下
一

个键子按下力度就 抓手 ， 这是由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 每个孩子必须从小接受音乐教育 ，

要再强
一

点 。 孩子不仅要想象和创 决定的 。 没有哪
一

门艺术 ， 能够像 学琴要坚持到初三
”

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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