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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自1953年建宫至今，始终坚持缔造者宋庆龄女士“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
”的指示，坚持面向全体少年儿童，以365天天天为少年儿童服务的理念，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
乐的艺术、科技、文化等教育教学活动，策划开展以思想道德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为重点的公益性主题教育活动，在培养广大少年儿童的兴趣爱好、提高全面素质、养成良好道德习
惯等方面发挥着校外教育的独特功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综合能力培养丛书》是由中福会少年宫一批长期活跃在校外教育阵地上
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编写的，是校外教育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少年宫50多年教育成果的展示。
《丛书》遵照科学性、实用性、可读性的原则，文字深入浅出，编排图文并茂。
整套《丛书》（涉及艺术、科技、群文等）是少儿校外教育指导用书，不日将陆续和广大读者见面。
    我们希望《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开展课外校外活动的参谋和助手，成为少年儿童
自学成才的知心伙伴，成为家长培养子女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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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父母应是儿童学习音乐的“热心伙伴”  一、父母的意愿与儿童学琴  二、父母的喜好与儿
童学琴  三、如何培养儿童的“音乐细胞”  四、父母应扮演成儿童学习音乐的“热心伙伴” 　 ①　什
么是儿童的心理　  ②　练琴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征　  ③　每次练习宜重点解决一个问题　  ④　练琴
要注意儿童的心理特征　  ⑤　兴趣和鼓励是入门的向导第二章  练琴的环境与时间  一、钢琴放置的位
置和光照条件  二、父母要注意自己的“情感环境”  三、坚持“曲不离口，拳不离手”  四、恰当地安
排练琴的时间  五、每天练琴的时间量第三章养成儿童练琴的正确习惯   一、坐的习惯  二、弹奏的习
惯  　①　断奏练习　  ②　拇指触键和连奏练习　  ③　4指5指的触键和双音练习　  ④　其他要注意
的方面  三、视谱的习惯　  ①　看准谱表　  ②　看清调号　  ③　看清上加线和下加线的音符　  ④　
关于临时升降号　  ⑤　注意节奏和节拍　  ⑥　注意表现符号和指法　  ⑦　注意表情记号、音乐术语
、踏板记号、延长记号以及所有的记号  四、背谱的习惯　  ①　视觉记忆　  ②　听觉记忆　  ③　动
作记忆  五、听的习惯　  ①　听的环境　  ②　听的比较　⋯⋯第四章　如何克服练琴中出现的常见病
第五章　教材的准备和选用附一　钢琴的保养及护理附二　十个音乐家的小故事附三　常用音乐术语
、音乐家和乐曲名称中外文对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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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母应是儿童学习音乐的“热心伙伴”　　父母是孩子生活中的一面镜子，更是孩子好习惯好行
为养成的“第一任老师”。
然而，面对将要开始学弹钢琴的儿童，父母的“角色”又将扮演成一个“热心的伙伴”，这该如何理
解呢?　　中国有句老话，“心灵手巧”、 “十指连心”。
如果灵活的双手十指学习了演奏音乐，它不仅能陶冶儿童的心灵和修养，还能启蒙和开发儿童左脑的
思维和想象，这一举多得的效果使得越来越多注重儿童智力培养的家长开始意识到了这点。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为子女购置钢琴的父母便越来越多了。
学弹钢琴已不再是少数人方能企及的“阳春白雪”，叮咚的琴声开始流淌于数万户普通家庭，环绕于
街头巷尾。
这股渴望普及高雅艺术的热潮，无疑已掀开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册崭新的灿烂一页。
　　然而，愿望是美好的，要做起来可就没那么一帆风顺了。
尤其对未成年的儿童而言，从决定买钢琴到托人找老师，从每天练什么到今天怎么练，几乎都是由父
母中的一位来掌握和决定的。
因此，大多数儿童学弹钢琴，主要是来自于父母的意愿。
即便有个别自己很想学弹琴的儿童，一开始也只是出于好奇心，如果没有父母这样一个“热心的伙伴
”每天的循循善诱，老师即便一周上两次课，亦会是好景不长的。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有持久的、稳定的兴趣，才能经过长期的钻研，获得系统而深
刻的知识。
”“情绪和情感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在为了达到既定目标的斗争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父母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儿童的“热心伙伴”就尤为重要了。
它意味着，当父母的不仅要了解儿童，更要理解儿童。
这种了解和理解也不只是一般的饮食起居、个性爱好，更体现在了解儿童的心理需求。
我们之所以称父母应是儿童学习音乐的“热心伙伴”，意味着父母要和自己的子女“平等相处”，要
像“伙伴”那样，彼此的关系能建立在互相理解、彼此沟通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要按儿童的心理、心理需求去学习弹琴。
它包含着要用儿童这个年龄能理解的语言、这个年龄能懂得的比喻、这个年龄所能承受的压力去指导
帮助他们。
一旦儿童在学习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时，要用儿童这个年龄能接受的方法去引导他们。
这样，才能恰到好处地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儿童正确的学习方法、养成其正确的学习习惯，又从中激
发了儿童对学琴的兴趣，培养其对音乐的浓浓情感。
下面就一些问题逐一阐述，希望能给扮演“热心伙伴”的父母提供参考，在帮助儿童学习音乐的过程
中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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