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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随着人们对教育需求的不断增加，钢琴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课外学习内容，

并且以小班教学为主要形式。同时，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层深入，建立学生主体课

堂，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推动着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的变化。

笔者作为一门钢琴教师，在近几年开始钢琴小班教学，但是结合新课程理念建立有

效的学生行为管理措施仍然存在很大的困惑，尚没有形成独特有效的管理方法。 

本文以钢琴教育“学习金字塔”为依据，选择三名学生从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一部分，搜集国内外关于学生行为管理的研究资料，了解小学生行为管理的

研究背景和核心概念，确定本次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研究意义。 

第二部分，确定本次研究的对象、资料搜集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本次的研究对

象是三名就读于不同学校，学习习惯水平差异明显的三名小学生，主要采用观察法

和访谈法搜集数据。以埃德加·戴尔（EdgarDale）的“学习金字塔”理论为基础，

在专家和一线钢琴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德尔菲访谈法最终形成具有钢琴学习特色的

“学习金字塔”，作为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观察和统计分析的依据。 

第三部分，本次研究的对象选择的是三名有代表性的、差异明显的学生，从听

讲、读谱、视奏、演示、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七个维度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观

察记录，详细记录每一种学习行为的持续时间和频率，并以钢琴教育“学习金字塔”

为依据进行统计说明。 

第四部分，就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的不同表现从学生自身和家庭两个方面进行

影响因素的分析，并选择学生 B 进行行为干预尝试，并对该学生的行为改善进行统

计分析。 

第五部分，在总结学生 B 钢琴学习行为有效改善的基础上，提出小学生钢琴学

习行为管理的有效措施。具体促进小学生积极情绪的产生，以科学的音符弹奏技巧

提高钢琴学习水平，采取合理化、科学化的教学方法，组织社会性的小学生钢琴学

习的观摩与交流，以音乐会的模式促进学生练琴的积极性。  

 

关键词：小学生；学习行为；“学习金字塔”；行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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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education, piano learning has become a 

common after-school learning content and takes small class teaching as the 

main form.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establishment of students' main class,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drive the 

change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As a piano teacher, 

the author started teaching piano small class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 is 

still very confusing to establish effective measures for student behavior 

managemen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course concept. 

Based on the "learning pyramid" of piano educ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students to study from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The first part is to collect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data on student 

behavior management,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core concept 

of pupil behavior management, and determine the thinking,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In the second part, the research object, data collection method and 

analysis framework are determined.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re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in different schools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habits, mainly using observation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collect data. On the basis of EdgarDale's "learning 

pyramid" theory,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experts and first-line piano 

teachers, a "learning pyramid" featuring piano learning is finally formed 

through Delphi interview method, which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iano learning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third part,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hoose three representative,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students from listening, read music, sight reading, 

demonstration, discussion and play again, professor others seven dimensions 

on a two-month observation records, detailed record the duration and 



 

III 

frequency of the every kind of learning behavior, and with the piano 

education pyramid "learning" as the basis for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In the fourth part,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iano 

learning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themselves and family, and student B was selected for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attempts, and the behavior improvement of this student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fifth part,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student B's piano learning behavior,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measures of 

pupil's piano learning behavior management. Specifically, it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mproves the 

piano learning level with scientific note playing skills, adopts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teaching methods, organizes the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piano learning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romotes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to practice piano in concert mode. 

 

 

Keywords:Primaryschoolstudents;Learningbehavior;"LearningPyramid";Beh

avior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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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研究缘起 

20世纪 80 年代末期，“钢琴热”成为儿童教育的一种现象，并且迅速发展为学生

素质培养的重要形式。但是，受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的影响，钢琴学习

表现出重视考级忽视学习兴趣和音乐熏陶的现象，学习模式以“教师讲解、分析，学

生听、记、练”为主。钢琴教育缺乏方法，使得大多数学生练琴不用心，效率低，注

意力不集中，练琴主动性差，缺乏音乐表现力。钢琴教学不是技能教学，通过重复

连锁动作的联系就能够实现不断地突破和提高，钢琴教学是源于心理，介于身体又

落点于心理的一种全面的教育，在学生钢琴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开启学生对音乐的

学习和探究，在音乐中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创造力，教会学生学习，最后提高学生的

音乐素养，促进学生的自我成长。 

钢琴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在素质教育改革的推动下，钢琴教育的中心由关注教

师的教学知识的系统性向关注学生学习行为转化。学习行为从广义上来讲就是个体

成长中获得的一切经验和习得的行为，从狭义上将就是学习过程和学习活动。对于

钢琴学习者来讲，最重要的学习是学会学习。要改变学生的学习行为，最重要的就

是尊重学生的独立性，激发学生内在的影响学习的积极心理因素，让学生自己来控

制和管理自己的行为，积极地完成学习任务，而教师就是要创设宽松的环境，学生

主体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在新课程改革中，课堂教学已经由知识的提高向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转换，但是

改革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课堂上教学方式的改革，关注课堂氛围和学生的“自主学习”，

关注学生在课后是否主动巩固课堂知识，其实质还是在关注固有知识的掌握。钢琴

不是一种基础性知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具备的技能，这是基于学生自身兴趣

的一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学习行为，依赖于学生的学习行为发展所

引发的课下自主学习、自主探索和自主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尝试站在学生的视角，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思考学生

的学习动机、学习认知、学习方法、思维发展、学习成果等行为的发展水平，培养

学生良好积极的学习行为。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学习行为才应该是教育研究和关注的焦点，通过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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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记录三名学生的课堂行为表现，访谈探查背后的原因，并针对性地实施转化策略

进行前后测对比，从而提出小学生学习行为管理的措施。研究成果对于推动素质教

育的深化改革，提供了真实的数据依据。 

1.2.2研究意义 

1.2.2.1理论意义 

在已有关于钢琴学习的研究中，大多研究者是借助调查问卷，从钢琴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等方面进行，缺乏一个更为细致专一动态的角度。本文力图在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小学生钢琴小班教学的课堂表现，记录学生课堂的动

态表现，总结其特点与规律，发现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具有一定的创

新性和学术意义。 

1.2.2.2实践意义 

21 世纪所需要的人才，是既拥有丰富的知识内涵，又有自我专长领域，能够灵

活运用和迁移的人。研究小学生的学习行为，总结其特点与规律，寻找其问题所在，

给出可行性对策，促进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同时，作为一线教师在不断地尝试课堂

的改革，本次研究成果为小学课堂教学尤其是小课教学的实施和改革提供了依据。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国外对学生学习行为管理的研究 

国外对学习行为的研究开始于行为主义学派，后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

学习行为的研究层次更加丰富。 

1.3.1.1问题学习行为研究述评 

2004 年，泽波利在《学习行为管理》一书中，对学生的行为问题进行了详细的

分类介绍，如多动行为、攻击性行为、刻板行为、注意力集中障碍等，并以认知——

行为心理学为理论支撑，引导教师对学生进行行为评估，即七步骤模型评估法，针

对性地采用有效地干预性措施。如针对不同地行为类型，建立与之对应的强化程序；

针对不良行为，思考行为减少的策略；深入分析学生挑衅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从

而达到行为矫正的目的。 

对问题行为的鉴定是国外学者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要点。Skabkey对学习行为的关

注主要集中在学习行为问题的鉴定方面，他提出通过五个方面来判断和改善学习的

行为，通过日常的观察，确定需要关注的目标——借助行为判断标准辨别问题——调

查和思考后提出解决方案——实施并及时反馈相关结果——评价本次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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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ett 则主要是通过课堂观察的方式从注意力、行为控制力、成就动机、自主研究

行为、同伴合作力七个维度，持续时间、发生事件、归因分析三个方面详细记录，

并借助自编的课堂学生行为量表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对比。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美

国 在 综 合 各 专 家 意 见 的 基 础 上 ， 形 成 全 国 通 用 的 学 习 行 为 量 表

（Learningbehaviorscale），简称ＬＢＳ，囊括了从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到学习行为、

学习策略等三十多个项目，层次更加分别，评价指标更加清晰，并得到了广泛地运

用。 

问题行为的改善则是研究的又一焦点。Brainerd 聚焦学习行为问题的控制和改

善，从教师视角出发，阐述发现行为问题的方法，强调运用平时的教学完成对问题

行为的纠正，同时实现对班级学生的平行教育。Dolan融入性别、摸底分数、年龄、

种族等因素来探讨消极和不良学习行为与学习失败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相关系数、

影响因子等量化数据予以呈现，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从教师、学生、家长三个角

度详细提出了改善措施。Ｍilbura 和 Cartledge 将视野集中在合作学习和不良行为的

关系，通过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合作学习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

而且合作环境宽松、愉快的氛围能够缓解学生的不良情绪，大大降低甚至改善学生

的问题行为。 

1.3.1.2学习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 

Berliner和 DiqyAndrianof 从阅读和数学教学中学生的行为表现出发，建立实验组

和观察组，从改善教师课堂教学模式和互动方式出发，推行新型课堂模式，观察学

生行为表现，对比学习成果，得出：有效的教学行为和课堂互动方式在集体环境中

也能够很好地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获得理想的学习结果①。 

Durbrow 从研究情绪状态、思维能力、学习策略、家庭背景、集中注意力对学生

学习行为的影响②，结果表明不良的情绪状态和发展不成熟的思维能力严重影响着学

生良好行为的形成，借助心理疏导的方式，降低学生的紧张和焦虑，有效学习策略

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家庭背景对学习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KaliandMilburn 则认为师生、生生间有效的沟通和相互协作是改善不良行为，提

高学习成效的必备条件③。在研究中发现，一旦学习者出现严重的不良行为，则是学

习失败的先兆。对一个班级的学生从人口学信息和考试成绩的检测中发现了存在潜

                                                       
①
方补课,彭正梅.一种测量青少年学习能力的新途径:ETiK模型及其上海项目的设想[J].基础教育,2016,13. 

②
牟智佳,武法提,乔治∙西蒙斯.国外学习分析领域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6,37. 

③
张立冲.研究生认识论信念对学习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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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良行为的学习者。在这些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增加和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增

加他们在同伴合作中的参与水平，经过一个月的详细观察和量表评价，发现学生的

行为得到了较大水平的改善。 

MargaretWang 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在校学生 3‐5 年的学校资料、学习表现、学

习成绩等相关资料，发现影响学习行为的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一个是学

生自身的因素，主要指自身的心理发展因素；一个是外界环境的因素，包括政策、

种族等大背景，也包括家庭、学校、班级、同伴等小环境。在研究中还发现学生的

学习策略或者说学习方法是影响学习行为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改善学生学习行为的

基础①。 

国外对学生行为的研究角度多，层次丰富，尹福春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对此进

行了总结和论述，如下： 

表 1.1：国外学习行为研究概况 

时间（年）  学者  观点 

1988  Durbrow 
情绪状态、思维能力、学习策略、家庭背景、集中注意力

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影响 

2003  Cartledge、Milburn  合作环境宽松、愉快的氛围能够缓解学生的不良情绪，大

大降低甚至改善学生的问题行为。 

2004  Dolan  从性别、摸底分数、年龄、种族等因素来探讨消极和不良

学习行为与学习失败之间的关系 

2010  KarinAnnaHummel  借助校际共享网络，访问学习的学习资料和学校公共文

件，文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 

2011  DuJin  从 7 个维度 30 个指标建立学习行为模型量表 

综上所述，国外在对问题行为的鉴定探索中，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学习行为评价

量表，从多维度分析影响学生学习行为的因素，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改善学生学

习行为的策略，这些成熟的研究是本次研究的基础，为本次研究提供了指导，但是

学习行为改善策略的非系统化，也说明了学习行为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1.3.2国内对学生学习行为管理的研究 

1.3.2.1学习行为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行为的研究多聚焦在教学行为上，对学习行为研究热潮起源于素质

                                                       
①
白晨.文献数据库系统用户检索决策中的学习行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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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研究也相对零散。 

国内研究的一个焦点是学习行为类型。王娇娇认为学习行为分别在课堂中的集

体行为和在自习、课下和假期中的个人行为①。在集体行为中主要研究了阅读、谈话、

讨论等共同学习行为；个体行为包括听讲、教授他人、同伴探索、实践应用等。岳

超楠同样将学习学习分成两大类，但是在细化的过程中则主要依据心理学理论，将

个体行为分为感知行为、注意行为、记忆行为、言语行为和元认知行为；群体行为

包括社会性行为、环境管理和学习策略行为。 

国内研究的另一个焦点是学习行为影响因素。李小平、郭江满在研究中探讨了

知识认知和情感因素与学习行为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发现，情感因素包括兴趣、

态度、动机、意志等才是影响学习行为最重要的因素，要改变学生的学习行为首先

需要从意志着手，激发学生内在的心理因素，出发自我管理。邓兴军在研究中发现

家长对成绩的过度关注，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也制约着创新性、科学性学习行

为的产生，表示很多学生的学习方法为重复性背诵记忆和机械性试题练习，在问题

的解答上重套路轻思考，从而导致很多不良学习行为的产生②。 

总之，国内对学习行为的研究很多，但不够深入，多以整体性、全局性的研究

为主，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 

1.3.2.2钢琴学习行为研究述评 

钢琴学习行为是学习行为研究中一个具体的、微观的层面，国内在这方面的研

究相对滞后。近些年，从小培养孩子的音乐能力已经成为当今国民的一种必然性选

择，在这样的趋势下，钢琴学习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大多停留在一线教师在工作

中的思考和探索，以课题和研究项目形式开展的非常少。 

张雪梅在研究中开始关注教育心理学与钢琴学习的关系，提出每一个儿童都是

独一无二的，他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心理素质、个性特征，在钢琴

教学中要尊重每一个儿童，因材施教，才能够真正提高儿童的音乐素养③。 

王璐在钢琴启蒙教学的研究中提出钢琴不只是一种技能学习，通过训练学生的

手指灵活度就能够获得高超的艺术造诣，钢琴是一种全身心的活动，甚至可以说是

起于心理落点于身体，儿童的音乐感知、音乐素养、音乐灵感是影响钢琴学习的关

键因素，而教师不恰当的教学方式和家长施加的学习压力会直接影响这些素养的发

                                                       
①
王娇娇．关于试行“课堂学习行为设计”的建议．现代中小学教育报，2004（5）：17． 

②
邓兴军．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大众科技报，2005（11）． 

③
查晓乐.幼儿钢琴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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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形成①。 

苏东成提出钢琴课堂教学上，可以增加一些辅助活动，增加学生在课堂中的自

由活动度，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参与，增加学生对于钢琴创新性的展示和演绎，

从而营造宽松有效的钢琴学习环境。这是改变学生行为的重要推动力。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钢琴学习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些理念的改变，并为从学生自身行为的角度出发，来发现问题，并从学生视角提

出系统的有效的行为改善措施。 

1.4 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埃德加∙戴尔（EdgarDale）的“学习金字塔”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采用

德尔菲访谈法确定钢琴教育“学习金字塔”。在此基础上，通过确定观察对象、观察记

录者、观察时间，运用本课题中阐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来研究，保证研究的高

效有序进行。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埃德加∙戴尔（EdgarDale）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在专家和一

线钢琴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德尔菲访谈法最终形成具有钢琴学习特色的“学习金字

塔”，作为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观察和统计分析的依据。 

选择三名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观察，随时记录学生听讲、读

谱、视奏、演示、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的持续时间和频率。以钢琴教育“学习

金字塔”为基础对三名学生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的现状。 

在了解现状的基础上，从学习动机的产生、学习过程的改善到学习成果的提高

等整个学习行为发生过程中，思考学习行为改善的有效策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

选择学生 B进行学习行为的改善尝试，统计分析改善成效，在此基础上提出小学生

学习行为管理的有效措施。 

1.5 研究方法 

1.5.1文献法 

文献法是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的基础，通过从山西大学图书馆、中国知网、

ElsevierScience 和 Springer 等数据库搜集国内外学习行为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和分

析，全面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从而明确钢琴学习行为的研究视角、

研究的主要问题。 

                                                       
①
郭宁.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究幼儿钢琴学习第一堂课[D].湖南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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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观察法 

行为是一种外显的动作表现，只有通过肉眼的观察才能够详细记录，基于此，

本文采用观察法，在研究目标的指引下，将观察法与研究问题相结合，确立观察提

纲，考查和培训观察人员，展开对研究对象学习行为的有效记录。本文中小学生钢

琴学习行为的观察，不需要学生的参与，因此选择了非参与式观察法。经过相关专

业培训的观察者，在经过良好的沟通工作之后，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到钢琴课堂，

随时观察和记录小学生的学习行为。 

1.5.3访谈法 

观察法能够观察到学生的行为表现，但是无法窥探行为背后的原因，本文选择

访谈法以弥补观察记录的不足，以了解影响学习者钢琴学习的内在心理要素。同时，

通过访谈法展开对家长和教师的面对面交谈，了解影响学生学习行为的主要因素。

为满足访谈对象和访谈问题差异性的需求，共设置两份访谈提纲，以了解受访者的

心理。 

1.6 相关概念鉴定 

1.6.1行为 

传统的行为主义学派通过探讨刺激——反应来研究行为表现，指的是看得见、可

以量化的由肢体表现的一种动作整体。Miltengbone就明确指出行为虽然有公开的，

也有隐私性的，但是这些行为都是通过肉眼或者借助一定的信息技术手段能够被观

察和记录的。我国学者陈桂生教授也认为行为是机体的外在表现，具体包括对事物

的反应、身体机能的运动以及关节肌肉的动作等。 

但是，新行为主义者则把行为的外延放宽了，认为行为不仅包括外在的、可以

测量和观察的活动、动作，也包括激发反应的内在心理动机、思考和意识反应。行

为可以通过外在的环境来改变，也可以通过内外心理因素的激发来改变；同时，行

为的改变一方面是通过外显的动作，另一方面可能是心理意识的一种转变。我国学

者黄希庭在心理学词典中提出，行为是有机体对所有反应的总和，包括一些内在的

和外在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反应①。这也是本文采用的行为的概念。 

1.6.2学习行为 

学习行为在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学习是学习行为从行为延伸后的一个

关键词，因此首先对学习展开探讨。学习是指学习者因经验或练习而产生的行为或

                                                       
①
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基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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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潜能的较为持久的变化①。学习有三个特征，一是有行为或者行为潜能的变化；

二是这一变化持续时间较长，三是这种变化是由学习或者训练经过反复练习获得的。

本文中的学习主要采用此概念，但是是狭义上的学习概念，特指小学生通过专业的

学习引发的钢琴行为或者钢琴技能的改变。从这可以看出，学习是处于中介变量的

位置，是学生已有的经验（自变量）通过学习（中介变量）而引发的行为（因变量）

的改变。行为是包括一些内在的和外在的、生理的和心理的反应，学习行为自然也

包括内在的、心理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学习策略、学习反思等，也包括外在的、

生理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学习成果等。 

基于此，本文采用冀芳关于学习行为的鉴定，学习行为是从学习动机的发生到

学习目标的实现这些过程中所有心理和外在的行为活动；是学生的自身的主观心理

素质与客观的环境和教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一个学生由于心理素质和外在环

境的不同，表现出的学习行为也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②。 

1.6.3学习行为管理 

管理（government）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科学性，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主导，

按照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来开展活动，从而实现管理的目的。学习行为的管

理首先是一种教育现象，这就必须遵循教育的基本原则，体现教育管理过程中管理

对象的特殊性，尊重管理者的主体地位，通过素质教育倡导的管理方式来实现促进

学生发展的目的。具体来说：一，学习行为管理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地位上是平

等的，学习行为管理是管理者和被管理是合作的关系，共同高效地完成教学活动；

二，使得而学习行为管理的内容既包括促进学生学习动机的产生、课堂有效学习行

为的调动、学习成果的考查和监督，也包括通过教学方式、师生关系、家长观念等

外在因素的管理；三，学习行为管理的特殊性体现在，其既包括作为被管理者接受

和完成管理者提出的方案和计划。 

 

                                                       
①
施良方著.学习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②
冀芳.不同课程形态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行为现状的个案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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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前期调查与分析 

本次的研究对象是三名就读于不同学校，学习习惯水平差异明显的三名小学生，

主要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搜集数据。以埃德加∙戴尔（EdgarDale）的“学习金字塔”理

论为基础，在专家和一线钢琴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德尔菲访谈法最终形成具有钢琴

学习特色的“学习金字塔”，作为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观察和统计分析的依据。 

2.1 研究对象 

本次的研究对象共三名，如下表所示： 

表 2.1：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学生 A  学生 B  学生 C 

性别 

年龄 

就读学校 

钢琴课学习时间 

男 

7 

公立小学 

周六上午 

女 

8 

公立小学 

周日上午 

男 

10 

私立小学 

周日下午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学生 A 是一年级 3 班的学生，之所以选择学生 A 作为研究

对象，是因为学生 A为***小校实验班的学生，并且在班级中综合评定中名列前茅，

学习风气、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较好。学生 B是***小学普通班二年级的学生，在班

级综合评定中处于中间水平，课外参加多种补习班，但成效甚微；学生 C 是***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平时随爷爷奶奶生活，叛逆心较强。 

2.2 资料的收集 

2.2.1课堂观察 

观察法是本研究获取资料最重要的方法，笔者邀请在校就读 2 年级的堂妹作为

观察者，并邀请专家进行观察者的相关培训。在观察前一周，邀请三名学生先进行

试验性访谈和沟通，使学生习惯于观察者在小课堂中随意走动并且随时记录相应数

据，然后对每一个学生正式观察两个月。在两个月的观察过程中，随时记录学生听

讲、读谱、视奏、演示、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的持续时间和频率。对于来不

及做完整记录的突发事件，通过事后访谈的办法补充资料，对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

分析后，尝试改善方法，之后继续观察一个月，观察学生的行为改善，最后总结促

进学生高效行为养成的策略。课堂观察之后，笔者会对两个月八次（一个月 4 次）

的观察量表进行整合，作为依据，对课堂学习行为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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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访谈调查 

访谈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电话访谈，在每次课堂结束以后，通过电话访谈、了

解学生在家庭中的学习行为表现以及对钢琴学习表达的看法等。该部分资料主要补

充学生在课下的学习行为表现，探索和分析学生行为的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的需要，笔者制定了相应的小学生钢琴课堂行为观察记录表（见附录

一）和访谈提纲（见附录二）。 

2.3 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以埃德加∙戴尔（EdgarDale）的“学习金字塔”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如

图 2.1所示： 

 

 

 

 

 

 

 

 

 

 

 

图 2.1：学习金字塔 

埃德加∙戴尔（EdgarDale）认为处于塔尖也是最长出现的一种学习方式是“听讲”，

即教师系统地讲授，学生认真倾听，这种方式在两周后显示学习效率只有 5%，也就

是说学生只记住了 5%的学习内容①；处于第二层的是“阅读”，也就是学生通过独自阅

读或者合作阅读完成学习内容，结果显示学习效率为 10%；处于第三层的是视听，

也就是用视频、语音、录像等现代化手段同时调动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完成教学内容，

学习效率为 20%；处于第四层的是“演示”，通过教师示范动作或者演示操作过程，两

周后学生可以保留 30%的学习内容②；第五层是讨论，在小组讨论中学生 50%的学习

                                                       
①  唐霞,刘蕾.学习金字塔理论指导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效果分析[J].沈阳医学院学报,2018,20(04):381‐384. 
②  王芹娟.关注核心素养,构建语文学习金字塔[J].江苏教育研究,2017(5):60‐63. 



第二章    前期调查与分析 

11 

内容得到了保留和运用；第六层是“实践”，即通过在“做中学”、课堂操作、课外实践

等，学生可以学习并灵活运用 75%的学习内容；最后一层是“教授给他人”，即把刚刚

学习的知识交给别人，或者在学到知识后和同伴马上进行运用，二周后可以记住 90%

的学习内容。埃德加∙戴尔（EdgarDale）还认为上面四个层次主要为学生的被动学习，

学生的思维未被充分调动，学习主动性不够，学习效率在 30%以下，也是传统教学

中最常用的学习方式，后面四种学习行为是教学改革下的新型的学习方式，学生充

分参与教学活动，学习效率在 50%以上。 

本文在专家和一线钢琴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德尔菲访谈法最终形成具有钢琴学

习特色的学习金字塔，如图 2.2所示： 

 

图 2.2钢琴学习金字塔 

处于塔尖是最长“听讲”，听钢琴教师讲解本次钢琴学习的难点和攻克的方法；处

于第二层的是“读谱”，教师通过有节奏读谱，学生感知新谱的旋律和弹奏重点；处于

第三层的是视奏，也就是用视频、语音、录像等现代化手段来展示曲子；处于第四

层的是“演示”，教师示范演奏；第五层是讨论，师生讨论曲子弹奏重点和自己对曲子

的理解；第六层是“再次弹奏”，即通过在“做中学”、课堂操作、课外实践等，学生独

立弹奏乐曲；；最后一层是“教授他人”，即把谱子交给他人。同样，上面四个层次主

要为学生的被动学习，后面四种学习行为是教学改革下的新型的学习方式，学生充

分参与教学活动。

听讲 

读谱 

视奏 

演示 

讨论 

再次演奏 

教授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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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的现状分析 

选择三名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观察，随时记录学生听讲、读

谱、视奏、演示、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的持续时间和频率。以钢琴教育“学习

金字塔”为基础对三名学生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的现状。

三名学生的具体表现如下： 

3.1 学生 A 钢琴学习行为的现状 

表 3.1学生 A钢琴习行为的时间均值及行为描述 

观察项目  均值（分钟） 行为描述 

听讲  8.8  听讲读注意力集中，很快把握弹琴难点 

读谱  3.5  在读谱时有较好的节奏和音准把握 

视奏  4.8  主动要求弹给教师听，准确率较高 

演示  6.1  愿意主动给人演示，能熟练跟奏伴奏器 

讨论  8.2  遇到困难，能够主动发问，并多次追问，提出不同意

见 

再次弹奏  7.6  多次将钢琴谱编为有趣的故事，主动记录弹奏难点，

课中练习次数较多。 

教授他人  6  完成基本练习后，会主动邀请观察者弹奏，并进行讲

解 

从表 3.1 中可以看出，学生 A 在课堂学习中以主动学习为主，主动学习时间共

21.8分钟占到课堂总时间的 48.4%，在以被动学习为主的听讲、读谱、视奏、演示等

学习行为中，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能够较快地掌握重点和难点，并有及时记录，敢

于质疑等学习习惯。在学习效度的评分中，该学生效度值高达 84.7 分。 

3.2 学生 B 钢琴学习行为的现状 

表 3.2学生 B钢琴学习行为的时间均值及行为描述 

观察项目  均值（分钟） 行为描述 

听讲  12.8  听解读的时候做笔记很少，只有在发现老师看着他的

时候才会象征性的做做笔记。 

读谱  7.6  在读谱的过程中，态度看起来很认真，但是掌握效率

并不高，需要多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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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奏  9.9  教师示范时，注意力不集中，不能全部把握示范要点

演示  4.1  不愿意演示给别人，总是一个人默默练习 

讨论  2.2  很少主动提出问题，但是能回答教师提出的一些基本

问题 

再次弹奏  7.6  机械练习，注意力只是集中在曲子的正确弹奏上

教授他人  0.8  不愿意教给他人，甚至不愿意过多给教师展示 

从表 3.2中可以看出，学生 B听讲、读谱、视奏、演示的被动学习共 34.4分钟，

占到总课时的 76.4%；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主动学习共 10.6 分钟，占到总课

时的 23.6%，该学生的学习方式以被动学习为主，主动学习表现较差。同时，从学习

过程中可以看出，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学习需要多次重复。学生的学习态

度较为认真，愿意进行多次练习，但学习策略并没有掌握。在学习效度的评分中，

该学生效度值高达 68.4分。 

3.3 学生 C 钢琴学习行为的现状 

表 3.3学生 C钢琴学习行为的时间均值及行为描述 

观察项目  均值（分钟）  行为描述 

听讲  16.8  注意力不够集中，需要多次重复解读 

读谱  8.4  对谱的认识较差，对谱的重点和难点出现临时记

忆，但很快遗忘的现象 

视奏  15  对教师的示范观察不够仔细，一个重音需要教师示范

多次，读谱准确率低 

演示  1.8  看到教师和自己以外的人，会立刻停止弹琴 

谈论  0.5  遇到自己不会弹的难点，会开始自己玩，不会发问 

再次弹奏  2.5  实践练习次数较少，在课堂上只能够完整地弹一遍曲

子 

教授他人  0  没有出现教别人的现象 

从表 3.3 中可以看出，听讲、读谱、视奏、演示的被动学习共 42 分钟，占到总

课时的 93.3%；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主动学习共 3分钟，占到总课时的 6.7%，

该学生的学习方式以被动学习为主，主动学习方式几乎没有。从学习过程来看，该

学生对钢琴学习的兴趣不够充分，课堂学习中注意力不够集中，对学习策略、教师

示范、教师的指导都表现出一定的排斥，并且表现出较强的磨洋工现象。在学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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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评分中，该学生效度值高达 44.8分。 

综上所述，听讲、读谱、视奏、演示、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是钢琴课堂

中七种主要的行为表现，学生 A 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所占课时较长，学生的

注意力集中，能够较快地掌握重点和难点，并有及时记录，敢于质疑等学习习惯；

学生 B 主要以被动学习为主，主动学习所占比例较少，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学习

需要多次重复。学生的学习态度较为认真，愿意进行多次练习，但学习策略并没有

掌握。学生 C 几乎没有主动学习，课堂学习中注意力不够集中，对学习策略、教师

示范、教师的指导都表现出一定的排斥，并且表现出较强的磨洋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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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 

4.1 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以往的研究表明，外部的学习环境、传授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并不是

影响学习行为的关键因素，学生个体内外的心理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才是关键。本

文对小学生学习行为的分析，借助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也从自身因素和

外在因素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 

4.1.1学生自身因素 

在对学生 A 的访谈中，了解到学生 A 对钢琴兴趣浓厚，希望自己以后成为和郎

朗一样出色的钢琴家，每天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练习钢琴，并且学习到新的曲子给别

人演奏，这时自己会觉得棒，很有自豪感。自己上小学后，作业有点多，练琴的时

间每天只能有一个半小时。从这可以看出，学生 A 对钢琴的学习动机来自于自身的

内在需求，对钢琴的态度也非常积极。 

在对学生 B的访谈中，了解到学生 B也喜欢钢琴，喜欢用钢琴弹出好听的曲子，

但是老师和妈妈一直纠正自己，并且一直逼迫自己练习。“你这么喜欢在别人面前展

示，怎么老师见到的比较少呢”，当问到这个问题时，学生表示“老师和妈妈觉得我弹

得不好，其他人也会笑自己”。从这可以看出，学生 B对钢琴的学习动机起初来自于

对钢琴的好奇，并且也从中得到快乐，但是机械学习的方式影响了学生的自信心以

及客服困难的勇气，学生的学习态度端正，但是学习策略掌握地不够。 

学生 C 选择学习钢琴是基于父母的希望。在访谈中该学生表述“我很喜欢音乐，

想学习笛子，在风景美的地方，在心情好的时候，在想表达感情的时候，随时都可

以，但是父母认为学习钢琴可以培养气质”，“他们不让我学习自己喜欢的笛子，我也

不好好学习钢琴，而且我学习也不快乐。”从此可以看出，学生 C 很有自己的主见，

对人生选择有自己的目标，因为学习动机没有正确地处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

策略都受到了影响。 

4.1.2家庭因素 

学生 A的妈妈是一名高中音乐教师，对音乐曲谱非常熟悉，爸爸在研究院工作，

对音乐也非常感兴趣。该学生在选择学习乐器前，家长已经带学生感受过各种乐器，

学生了解后最终选择了钢琴，喜欢钢琴的音色。家长对孩子的学习钢琴很支持，但

是也没有过多的干涉和期望，表示“只要孩子开心，只要孩子能够专注于一件事情，

并愿意付出努力就好”。在平时妈妈会陪着孩子练琴，并且一起讨论重难点，“孩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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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棒，有时能够自己发现问题，对自己的音乐也有启迪，和孩子每天在一起学习

音乐讨论音乐，是我们两个最期待的时候”。可以看出，学生 A学习行为的发生主要

源于内在的心理因素，源于自己对钢琴的兴趣。同时，外部因素父母的陪伴和引导

也增加学生的自信心，敢于议论，敢于展示，也善于把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

分享给别人。 

学生 B 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学生 B 选择钢琴，源于一次学校的表演节目，看到

其他学生弹奏钢琴觉得很美，主动和爷爷奶奶提出学习钢琴的要求。爷爷奶奶表示

“孩子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很可怜，自己不愿意让孩子受一点委屈”，使得这个孩子比较

娇惯，遇到一点学习困难，总是习惯性地选择退缩，“这个太难了，自己做不来”。爷

爷表示“虽然我们比较疼爱这个小孙女。但是在学习上我们还是认真要求的，老师要

求的练琴时间，每天都完成了”。但是爷爷奶奶也表示“我们不懂钢琴，孩子遇到不会

弹得问过我们几次，我们回答不上来，后来孩子就不问了，孩子弹得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对，好不好”。这就使得学生 B形成了机械学习时间长，但学习效率低的现象，

学生虽然每天坚持练琴，但是对于重点和难点音节并没有客服和解决，学习策略有

待提高。 

学生 C 的爸爸妈妈是企业职工，了解到钢琴是所有乐器之母，所以坚持让孩子

学习，认为孩子小还不具备自主选择的能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比较严格。但是，

父母表示自己没有陪孩子练过琴，对琴也不精通，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只

有监督职责。该生父母很自豪地说，除了学钢琴这件事，孩子在其他事情上还是做

得很好的，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从访谈中可以看出，这个孩子自身拥有较强的学

习能力，在钢琴上的表现是对父母的抗争，反对父母的不尊重，对父母只严格要求

不身体力行的一种反抗。所以，学生 C 只是一种逆反心理和对钢琴兴趣不够，观察

的行为不具有指导性。 

4.2 对学生 B 的钢琴学习行为进行干预 

在对学生 A、学生 B、学生 C 钢琴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学生 A在学

习行为上表现较为优秀，学生 C 对钢琴学习没有兴趣，已和家长沟通尊重学生的自

主选择，该学生已经如愿学习笛子，因此选择学生 B进行过程性干预。 

4.2.1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 

学习动机是小学生学习行为改善的源泉，只有首先改变对学习的态度，才能够

具有持久的学习意志。所以，学生 B钢琴学习行为的改善关键在于学习动机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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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B 对钢琴的兴趣来自于一次偶然的表演，但是自己并没有从钢琴中体验快

乐和获得成就感。笔者在钢琴教学中没有急着开始新的教学，而是选择了一首节奏

欢快的曲子，并根据学生的生活进行填词，和学生一起在学校六一儿童节进行展示，

并邀请学生 B 的家长和父母一起参加，增加学生钢琴学习的成就感，促进学生产生

积极的情感①。同时，注重外部因素的激发，和家长沟通，增加家长对学生的陪伴、

“请教”，认同学生在钢琴上取得的进步。 

4.2.2增加注意力，攻克学习困难 

注意力集中，学习事半功倍，注意力不集中，学生事倍功半。注意力不仅影响

一堂课的学习效率，而且影响着学生对事件的很久关注，尤其是对未来事业的长久

投入，而长久投入是事业成功的保证。 

学生 B 很乖巧，听爷爷奶奶的话，学习上看来也挺努力，每天练琴时间较长，但是

在学习过程中的专注度较差，效率低。笔者将钢琴重难点进行分解，学生完成一个

难点，就可以休息二分钟，然后再开始下一个难点，并且如果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

攻克难点，还有小奖品，这样就将学习与休息作了有效链接，学会知识点获得休息

时间，与学习效率相关，与时间不相关。这样一方面锻炼学生的注意力，另一方面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方式的产生。 

4.2.3端正学习态度，增加自制力 

自制力是小学生学习行为持续的动力，而意志力的发生在与后天生活的环境密

切相关的。小学阶段是学生个性养成的关键时期，作为教师和家长要通过任务的合

理分配，有效的鼓励措施鼓励学生在钢琴学习上不断坚持，从而增加学生的意志力

和毅力②。 

学生 B 很乖巧，能够按照教师和家长的要求完成钢琴练习，但是在这些学习时

间中学生的心思却并没有完全放在学习上，表现出磨洋工，这就说明学生 B 虽然表

现上对钢琴学生很认真，但是在内心并没有足够的重视。针对此，笔者和学生 B 的

家长商量，每次学习给学生设定 1‐2个固定的学习目标，突破几个曲谱难点，熟练地

弹一首曲子，学生完成目标后就可以休息，而不规定固定的学习时间，从而引导学

生注重学习效率。同时，考虑到学生 B 的爷爷奶奶不懂钢琴，建立网络沟通渠道，

学生 B在遇到学习困难或者完成学习目标后可以上传至网络，教师远程给予监督。 

                                                       
①  邱九凤.改善学习者学习行为有效性的策略[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7, (4): 13‐15.   
②  刘国丽.中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研究——以兰州市榆中县为例[D].西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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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掌握学习策略，增速学习行为的养成 

学习策略不是影响学生学习行为改善的直接因素，但是学习策略的掌握，可以

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促进在钢琴学习中积极地情感体验的形成，从而将钢琴融进

学生的生活。 

在实践中，作为教师首先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在新内容学习前，先通过视频、

语音、微课等方式引导学生先自主学习新的内容，并记录自己学习过程中的重点和

难点，增加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的环节，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在课堂教学中，改

变从头开始一一解读，逐节进行练习的方式，而是直接攻克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的难

点，然后由学生展示整首曲子，针对学生自己谈过程中的问题再进行解读。这样也

使学生明确曲子的难点，并学会练习的方法。同时，在扩展练习中，也从机械练习

向多样化的巩固方式转变，增加奥尔夫、曲子与动画结合，音乐与舞蹈结合等方式，

增加钢琴学习的乐趣，也激发学生扩展钢琴学习的策略。 

4.3 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改善的统计分析 

学生 B 的转变开始于伴奏器的使用，学生学习钢琴时开始主动提问，在改善措

施开始十天后，学生 B 出现了学习的瓶颈期，每天练习钢琴的时间无形中增加，学

生又出现了磨洋工，认为自己可能没有钢琴天赋，或者找反正钢琴也是业余兴趣来

安慰自己①。通过与家长沟通，让家长多关注孩子，并且增加钢琴学习的趣味性，对

孩子多多鼓励，讲过 12天的努力后，学生的瓶颈期通过，学习态度、学习策略都有

所提高，上课表现出更多地主动学习。具体如下： 

表 4.1学生 B钢琴学习行为的时间均值及改善行为描述 

观察项目  均值（分钟） 行为描述 

听讲  7.6  学生 B在听的过程中，注意力集中，效率提高，能够

较快地把握重点和难点。 

读谱  6.4  在读谱的过程中，学生 B开始出现一些变式 

视奏  6.2  在教师示范的过程中，主动提问，已掌握正确的方法

演示  6.2  给教师展示的次数增加，并愿意听教师的意见 

讨论  6.7  愿意向别人请教，探索问题的兴趣和能力提高。 

再次弹奏  6.4  练琴时注意力集中，并且愿意和家长一起弹琴作为实

                                                       
①  宋志燕,梁彦清.学习信念及其对学习行为和学习动机的影响[J].长治学院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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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或者让教师检验成效 

教授他人  5.5  出现了3次教观察者弹琴的现象，并且教的比较仔细，

基本能够复述教师的重难点 

从表 4.1中可以看出，学生 B，听讲、读谱、视奏、演示的被动学习共 26.4分钟，

占到总课时的 58.8%，相对于改善前，被动学习时间减少 8分钟；讨论、再次弹奏、

教授他人主动学习共 18.6 分钟，占到总课时的 41.3%，相对于改善前，主动学习时

间增加 8 分钟。学生 B 被动学习方式还是比主动学习方式时间长，但是在时间分配

上已经由严重的倾斜向相对平均化稳定化转化。同时，从学习过程中可以看出，学

生 B 在被动学习中的注意力比较集中，并且开始出现大胆提问、横向纵向迁移、活

学活用等积极学习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从学生从学习钢琴中获得自信心和快乐，

这是学生学习钢琴和生活的不竭动力。 

综上所述，学生 A 的钢琴学习行为比较积极，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已经养成良

好的学习行为；学习 C 不良的钢琴学习行为，是因为对钢琴缺乏兴趣，在钢琴小课

上的行为表现不能客观地反应学生的学习行为水平；对学生 B 干预过程中发现，教

师选择学生的兴趣，通过填词，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将钢琴重难点进行

分解，增加注意力，攻克学习困难；每次学习给学生设定 1‐2个固定的学习目标，端

正学习态度，增加自制力。干预后，学生 B 主动学习所占课时有所提高，更多地出

现提问、教授他人、迁移等积极地学习行为，并在钢琴学习中获得自信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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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管理的有效措施 

从对学生 B 的长期观察以及改善行为的分析中，思考和总结小学生学习行为管

理的策略，是本文的宗旨和目标。本文从学习动机的产生、学习过程的改善到学习

成果的提高等整个学习行为发生过程中，思考学习行为改善的有效策略。 

5.1 促进小学生积极情绪的产生 

小学生年龄较小，对于直接感性的认识接受起来比较容易，而对于一些间接的

理性认识，接受起来就比较被动，而且小学生心智不够成熟，面对问题时缺乏思考

能力。当这些心理活动表现在钢琴学习中时，主要体现在对标题性音乐的欣赏、喜

欢进行游戏以及喜欢听音乐故事等，面对钢琴和乐曲的理论知识，学习起来有一定

的困难，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在进行钢琴教学时，教师可以采用一些小游戏来给小

学生进行节奏训练，逐渐让小学生在枯燥的理论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事物，将乐曲故

事化，再进行讲解和介绍，促使小学生的负面情绪向积极情绪转化①。比如，在讲解

乐曲《船歌》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想象自己坐在船上，在安静的湖面静静地随风

摇荡。例如,学生在学习弹奏《谷粒飞舞》的曲子时,教师先讲解这是描述丰收后农民

心情的曲子,启发学生想象如果他们置身于打谷机前,或者在晒谷场上,他们会看到什

么样的情景。让学生们把一个个“小蝌蚪”想象成饱满的谷粒，有的跳得远远的，有的

重重地落下，有的在眼前飞舞，更多的堆积如山，在阳光下像金字塔一样雄伟壮丽……

让学生们在演奏时可以达到如身临其境的效果，引导他们倾注着感情，弹出钢琴曲

的欢快、热情、激烈。另外，教师还可以用经典钢琴曲的解读来发展他们的想象能

力，以情境性教学方式或者故事性讲述使学生对钢琴作品的情感及意境表达有更多

的了解，使他们了解钢琴的演奏是内心情感的表达，也是用音符诉说内心状态的方

式。 

5.2 以科学的音符弹奏技巧提高钢琴学习水平 

在小学钢琴教学中，很多学生因为初学钢琴，在弹奏的时候会存在较多问题，

比如音符弹奏正确且指法也无误，但听上去感觉不对；手指容易弹累；指法是否必

须根据谱子来弹；两只手配合不好等等②。基于此，教师需要给学生进行解疑答惑，

指导他们正确弹奏。初次弹琴的学生很容易弹的太快，而开始时两只手又不大熟悉

键盘，从而导致拍子的混乱和不稳定，最后出来的旋律肯定非常不好听。学生在初

                                                       
①  张慧.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化学课堂教学策略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2004,5.   
②  霍小琴.新课程背景下有效学习方式的个案研究——以尝试学习为例[D],西南大学,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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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了解简单的简谱知识后，两只手很容易的就可以找到各自的音符，并能够准确的

弹出来。而拍子往往被忽视了。把速度慢下来，心理时刻要数好拍子，保持每小节

的拍子都基本上是一致的。全身都处于放松状态是弹钢琴的基本要求。在开始时确

实不很容易做到，特别是两只手和手臂经常可能会紧张。再加上眼睛看谱子，还要

正确运用手指，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学生的手和手腕越弹越累。要教学

生尽可能放松双手和手臂、手腕。刚开始弹的时候不要弹的太重，可以轻一些。等

到放松的问题解决了才可以逐步加重①。还可以用汉字一、二、三、四、五标注的手

指运行，这是充分考虑了前后几组音符的互相连接的。如果只弹奏孤立的两三个音

用哪个手指都是正确的。但是旋律是前后相互连接的，因此就必须事先对所应用的

指法有合理的安排，弹一段音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下一段音符，这样手指的运用

才可以合理。应该说没有哪种指法是唯一正确的、不变的。小学生在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能按照谱子上面标注的指法来弹奏，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他们才会因此

而受益。 

5.3 采取合理化、科学化的教学方法 

采取教学方法时，既要考虑钢琴学科自身的独立性，又要强调与其他音乐学科

建立横向联系，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理化、科学化的教学方法，打破学生习惯于一种

线性、单一的思维方式，发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在实践中，游戏法

教学是广大小学钢琴教师经常采用的教学方法。通过建立适当的游戏模式，寓教学

于游戏之中，比单纯的讲解和死记硬背的效果要好得多。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可

根据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程度来决定游戏的难易程度，并逐步导入游戏，充分调动小

学生的参与意识，从小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来进行综合教学，通过眼

看、耳听、手弹来了解钢琴的特性，让其感受到钢琴多样的表现形式②。也可先通过

借鉴一些对生活中玩游戏时的常见方法，增强孩子对音乐的热爱，使其对学习产生

持续的热情③。总之，要根据小学生心理、生理特点，采取合理化、科学化的教学方

法，在传授技能技巧的同时使其对钢琴产生一定了解并保持足够的热情和稳定的兴

趣。 

                                                       
①  王斌.新课程背景下基于学生有效学习的高中物理课堂教学策略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8,5.   
②  王姣姣.实践与反思:课堂教学行为研究一以六所中小学校为个案[D].湖南师范大学,2009:28。 
③    张迪.小班教学中学生学习行为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1: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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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组织社会性的小学生钢琴学习的观摩与交流 

小学生钢琴小班教学多数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方式，教师与学生“闭门造车”，与外

界缺少交流。采取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在同龄孩子中的弹奏水平均缺乏了解，小

学生也因缺少与同龄伙伴的交流，学习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①。组织社会性的小学生

钢琴学习的观摩与交流活动，可以为孩子提供一个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机会，学

生在观摩他人表演时对钢琴学习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激发出较高的学习热

情。同时，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对网络资源要有充分的了解，学习的内容、范围要

与课堂教学内容相结合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深入和扩展，有的放矢地突出问题、给

出任务，让学生自主地进行探索和学习，并给予有效的监督、辅导和讲解。网络可

以为学生提供跨民族、跨民族的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和音乐欣赏，也能够提供多形式

的音乐表现②，如奥尔夫音乐将音乐节奏与动作、表演相结合，让学生在美的绿动众

增加对音乐的感受和认知，启发学生乐曲的创作热情。 

5.5 以音乐会的模式促进学生练琴的积极性 

钢琴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教师在课堂上的指导和点播，需要学

生扩展视野增加音乐欣赏和感知，更需要学生持之以恒的练习和努力。但是，练琴

对学生意志力、坚持力的要求较高③，小学生的认知、情感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这就

需要丰富练琴的方式，增加练琴的快乐。音乐会是一种开放的学习方式，包括集体

音乐会和个人音乐会，时间一般为一到一个半小时。集体音乐会是根据每一个学生

的兴趣爱好、身心发展和练琴水平，引导学生选择一到两首曲子，通过上台表演增

加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力，也能发挥同伴相互促进、相互交流的作用。个人音乐会

是一个学生自身综合音乐能力的展示，一般展示十到十五首曲子，中间可以邀请一

位到两位小嘉宾，这是对学生阶段性努力的肯定，对学生坚持力的培养具有积极地

鼓励作用④。邀请小朋友进行四手联弹和乐曲创编，增加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

高学生的音乐创造力，促进学生的音乐发展。 

                                                       
①  向葵花.中小学学生学习行为研究—旨在改进学生生活与发展状态的学习行为分析[D],华中师范大学,2014,5.   
②  胡卫星,赵苗苗.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行为的实验研究[J].中小学电教,2015,11.   
③  魏小凡,朴波.少儿钢琴学习之路[M].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1995.   
④  魏廷格.钢琴学习指南:答钢琴学习[M].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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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语 

本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在明确了学习行为和学习行为管理的内涵和外延后，

以德加∙戴尔（EdgarDale）的“学习金字塔”理论为基础，运用德尔菲访谈法确立“钢琴

学习金字塔”。选择 7岁的实验班男生学生 A、8岁的普通班女生学生 B和 10岁的私

立学校男生学生 C 的研究对象，结合学生钢琴学习的特点，从听讲、读谱、视奏、

演示、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等七个方面记录 3 名学生在课堂中不同学习行为

在 45分钟的钢琴小课中所占的课时，通过两个月的观察，进行统计分析。 

“学习金字塔”理论显示“讨论、再次弹奏、教授他人”的学习行为在两周后能够保

留 50%以上的学习内容，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学习方式。但是通过详细观察记录学

生的行为发现，学生 A、学生 B、学生 C 的学习行为以“听讲、读谱、视奏、演示”等

被动学习为主，主动学习行为较少，在被动学习行为中表现出学习兴趣低、注意力

不集中、意志力差、磨洋工等现象。主动学习中“讨论”大多表现为机械的提问，“再

次演奏”主要为机械的弹奏练习，教授他人出现的次数较少。对学生钢琴学习行为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注意力、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是影响学习行为产

生和持续发展的动力，而这些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动

机密切相关的。结合学生 A、学生 B、学生 C的学习特点和学习动机，对学生 B进行

了行为干预，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有效的经验，提出了小学生钢琴学习行为管理的

有效策略，即学生在“学”的行为真正成为主体探索高效的小组讨论式学习方式，建构

学教方式变革的新课堂。 

当然，本文的样本数量较少，学生的学习行为可能存在诸多差异，因此本研究

小学生学习行为的特点，不能简单等同于全国小学生学习行为都具有此类特点。当

然，文本对学生行为的观察记录比较深入，详细记录了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过程和

学习行为的具体表现，可以为小学生学习行为的研究提供参考。在小学生学习行为

管理的策略方面，不能作为普遍性结论而推广，只能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特点灵活

借鉴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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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 

学生行为观察记录表 

观察项目  持续时间（分钟） 行为描述 

听     

读     

看     

演     

议     

践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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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学生访谈提纲： 

1、你对自己的钢琴学习有没有明确的目标，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2、你对钢琴感兴趣吗？选择钢琴是因为感兴趣，还是家长希望？ 

3、你有擅长的科目吗？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想学好这门科目？ 

4、在学习钢琴碰到困难的时候，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5、在钢琴学习过程中，你是否有制定学习计划的习惯？如何计划的？ 

6、你认为一周应该用多少时间学习钢琴？ 

7、学到一首新的曲子，或者掌握一个新的弹琴技能后，你有成就感吗？ 

8、你愿意在别人面前展示你的钢琴技能吗？ 

 

 

 

家长访谈提纲 

1、您对钢琴曲谱熟悉吗？ 

2、孩子学习钢琴是自己选择的，还是您帮助决定的？理由是什么？ 

3、您对孩子的钢琴学习结果满意吗？若是不满意，您是如何处理的？ 

4、孩子周末在家会练习钢琴吗？时间平均为多长？您会陪伴孩子练习吗？ 

5、孩子回家之后会给您说他在钢琴小课学习的情况吗？ 

6、您和孩子会商量学习钢琴的策略吗？有哪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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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光阴荏苒，三年研究生求学生涯即将结束，驻足回眸，感慨良多。经过⼀年时

间的磨砺，硕士毕业论文终于完稿，回首这⼀年来收集、整理、思索、修改直至最

终完成的过程，我得到了许多的关怀和帮助，现在要向他们表达我最真挚的谢意。 

在这里感谢我的导师郭芬云在三年的学习生涯中给予专业的上的引导和督促，

让自己的教育理论和专业素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也感谢山西大学所有

教育过我，帮助过我的老师，在您们无悔的帮助让我快速成长。感谢在研究生期间

一起生活、一起学习的各位同学，在专业上展开的探讨，开启了我的研究视野，成

为我今后不断学习的动力。在毕业之际，真诚地感谢各位老师、同学，感谢您们陪

我走过的研究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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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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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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