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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琴童妈妈的金钥匙》重版以后，又陆续收到不少琴童妈妈的来信，和以前一样，都是围绕着上了钢
琴课后，孩子在练琴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和琴童妈妈的诸多困惑。
学龄前幼童课堂上会不会学，回家后怎么练习？
进入儿童期，会学了，又该怎样有效地练习？
过渡到少年期后，有没有总结出一套最适合自己的练琴方法，促使钢琴演奏技艺逐步深化，走向成功
？
这三部曲，一波三折，让孩子历尽艰险，让琴童妈妈忧心如捣，也让老师使出了浑身解数，悲喜交集
！
我深深地感到，琴童妈妈的这些来信，看起来好像多是小问题，问的也杂七杂八，可看了之后却总觉
得有种不安。
扪心自问，这些到底是不是小问题？
为什么这些小问题，老师有的并不知道，而是妈妈发现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老师的疏忽，而从中表明儿童钢琴教育的不完善？
现在，大多数老师都是按照教材布置学习，然后进行检验。
但实际情况是，并不是播种就有收获。
事实证明，大部分琴童在最初的学习过程中，不知道自己应当如何练习。
而儿童钢琴教育的特殊性在于上课不是教育的全部，妈妈的辅佐必不可少。
这三者的关系看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上却很难，难就难在没有一个可以统一运用的模式。
这正是我对儿童钢琴教育的思考。
心中一直躁动不安，潜藏着一种强烈的期待，盼望有一部崭新的、完全成熟的、符合中国教育实情的
儿童钢琴教程的诞生！
在这些琴童妈妈的来信中，我仿佛看到了一双双期待的眼睛。
这些眼睛在无声地提醒我，你以前的回信是不够的，还得再做些什么。
于是让我感到很沉重，常常有意无意地再去查阅这些来信，无形中多了许多新的思索。
这次，借《琴童妈妈的金钥匙》的修订本出版之际，我从这些来信中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六封信，并
把对这六封信回信的底稿重新整理加工。
可谓蔽帚自珍，为的却是抛砖引玉！
这也算对那些给我来信的琴童妈妈，又作一个不大像样的交待。
再一次谢谢你们能够买我这本拙作，这真是我感谢不尽的幸运。
潘东音2011年5月于杭州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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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写完这书的最后一章，已是2007年5月31日的深夜十二点，也就是6月1日的凌晨了。
人却没有一点困意，颇感兴奋之中，总觉得许多话还是言犹未尽。
说实话，我本来不敢写这《琴童妈妈的金钥匙》的。
几年下来，只是断断续续作了一些教育笔记。
心有所感，随手涂鸦，不意却也积了厚厚的三大本。
于是心中就生出一种莫名的骚动。
脑海中常常浮现起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让妈妈陪着来学琴时的种种情形：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有时
候一声不吭，有时候任性发脾气。
可妈妈大多是温情婉转，总是那么柔柔的，轻轻的，陪着孩子说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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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东音，出生于浙江舟山市，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
曾在《教育发展研究》、《读书》杂志上发表《音乐—教育园中的一片绿洲》等文章。
多年来致力于儿童钢琴教育，积极探索儿童钢琴教育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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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独立思考快乐的开始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又油然想起了孔子，他从政惨败，却夺
得了中国教育家的第一把交椅。
他在《论语》中说的礼、仁、学，尤其是学，字字珠玑，彪炳千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凡学之道，务须有独立的意识，他老人家早已说得明白。
可惜从《论语》至《三字经》，二千多年来，竟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教育理念。
尤其悲哀的是，当明清二朝专立八股文科举制度后，启蒙教育便成了为对付科举应试的敲门砖。
因此，从现代教育理念来看，功利的诱惑，呆板的训练，已在太多的岁月中，有形无形地成了我们的
学习习惯。
我在前面说的许多年轻的妈妈对孩子学钢琴，总是强调苦练必成，如是误区，可见并非一种偶然。
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区，而是许多人不自觉地背负着的历史的重载。
知事论世，我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犹有深刻的体会。
前二年，我有一个学生，尚是学龄前的儿童。
他在音乐方面颇有灵气，辨音能力强，尤其是对节奏感，特有一种敏捷的感悟力。
我给他上第一堂课时，就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觉得这孩子特别“活”。
给他布置的练习作业，隔了一个星期，然后听他弹奏，发现他表现很冲动，几乎是和着节奏在手舞足
蹈。
这时，他妈妈马上在一旁训斥他，没规矩，别胡闹，快好好地看老师弹琴的手型。
一连好几次，我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一般说，这些年轻的妈妈都知道弹钢琴有手型控制的问题，这样一个活泼泼的小男孩，妈妈为之呵斥
几声，也十分自然。
因而我没有说什么，倒是顺着他妈妈，做手型给孩子看。
同时夸奖他很聪明，保证一学就会。
不意几堂课下来，我发现他妈妈总是动不动就训斥他，注意手型，注意手型。
而且口气也越来越严厉。
小孩子一听他妈妈的话，刚刚弹得兴致勃勃的模样，顿时消失殆尽。
禁不住身子一抖，手型倒是正确了，可音弹错了。
这时我已经感到他妈妈已是矫枉太过了。
但也没有多说。
心想反正孩子还小，弹的时间也不太长，强调一下手型也行。
然而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妈妈似乎与众不同。
所谓与众不同，除了她一意刻求于手型之外，那就是她比其他学生的家长都显得认真。
每当上课，她都在一旁正襟危坐，听得一丝不苟。
临到布置作业，立即打开笔记本，除了把作业的要点问得一清二楚之外，还问我一些有关乐理上的小
知识，包括乐谱上的音符。
老实说，一开始我没有觉得有。
什么不对，还为这位妈妈的认真劲儿感到高兴。
只是心里自有一种隐隐不明的感觉，说不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隐隐不明的感觉，忽然像暴风骤雨一样突现在我的面前。
那天，我正给他上汤普森第三册，在要他弹奏时，发现他老是不由自主地对他妈妈瞟上一眼。
弹得还不错，就是有些拘谨。
后来慢慢放松了，弹得也顺畅，就是声音有些飘，我刚想对他指出。
却听得他妈妈在一旁猛地呵斥一声：注意手型！
他听了先是一愣，脸色变得刷白，随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琴童妈妈的金钥匙>>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每次他妈妈呵斥他时，他会紧张一下，但不会哭。
这一次他却哭了，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我当时也一呆，但马上回过神来。
该发生的，总是要发生的。
我便搂着他哄他，安慰他，想让他安静下来再说。
可这孩子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说什么也弹不好了。
那天的课真是上得糟糕透了。
使我想不到的是，这孩子竟然恢复不过来了。
上课时，他总是两眼紧紧地盯着我，分明十分小心地听我讲课，生怕漏掉了什么。
要他弹奏时，先看看我的手，再摆个架式，然后再弹。
一副专门准备的模样，可就常常错音。
我叫他放松，要放松了弹。
他却就摆脱不了他自己要摆的那个弹琴的架式，弹得又不如意，就像中了邪一样，竟然转不回来了。
后来他都怕我给他布置新的练习作业，慢慢地别说进步，连原先弹琴的那般愉悦的兴趣也不见了。
灰头土脑地坐在琴凳上，全没了开始时我见到的那股灵气十足的样子。
他妈妈紧张了，我也有些急。
但我知道如果先不解开他妈妈系着的这个结，这孩子恐怕是教不好了。
经过考虑后，我决定不主动找她谈，等着她找上门来。
这样可让她有种急于求助的心理，以便说服她，让她放弃原先那种既太过急切，又不可行的教育方法
。
我忖度她一定会来找我的。
果然，没等到给孩子上课时，她就先来了。
一见面，就急着说，这孩子真是要命，人家都说五线谱就那么几个音，多看看就懂了。
可他倒好，越看越糊涂。
再说，人嘛，就是走路都讲个模样，那弹钢琴，当然更要有讲究了。
大家都说学钢琴先就要掌握手型，如果一开始没学好，日后养成一个坏习惯，就很讨厌了。
可这孩子特别自说自话，根本没把老师教的听进去。
我怎么纠正他都不行。
现在搞得一看谱子就不注意手型，一注意手型，就看不了谱子，弄得都不会弹了。
一弹就错。
我在家里可算得上有耐心教他了，教他看谱子，教他把握手型。
可他不知为什么就是学不好，现在搞得连基础练习也弹不好，完不成。
唉，一声长叹，只见她焦虑之状毕现。
我一句话也没插上去，就听她讲完。
让她把一肚子的“苦水”全倒出来。
看她再没有什么话说时，才对她说：你不要紧张，也不要情急之下，再对他横加指责，更不要去包办
代替。
向她指出，你这样的做法，自以为是疼他，想帮他，当他的眼睛，还手把手地教他。
看起来没有错。
其实，你都无形之中把他自我学习的能力给打发掉了。
你说的注意手型，对是对的，但不能像你那样的教法。
你想，我们小时候吃饭，爸爸妈妈教了用筷子的模样后，不就让我们自己慢慢地学会了吗？
人大了，哪有不会用筷子吃饭的？
当时，他妈妈听得一下子笑了起来。
我一看，便知道她“悟”了。
于是就顺势利导，对她阐明，如何学习，首先得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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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兴趣，还要有自信。
自信与兴趣，好比孪生兄弟，缺一不可。
有自信，便会自然生出兴趣，然而兴趣又需要自信来持之以恒，相辅相成。
如果没有兴趣，那叫孩子怎么学？
你说你孩子自说自话，弹起琴来都像手舞足蹈似的，这实际上就是他表露的一种兴趣。
你去替代他，要他这样，又要他那样，还不就把他的兴趣全抹杀了。
没了兴趣，他当然就不想学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位妈妈一听我的解释，马上阴天转晴，转过话来和我讨论有关孩子兴趣的事了。
我为她设计了一个方案，很简单：这妈妈会跳舞，当孩子练琴时’，就为他当配角，合着节奏跳，以
激发他的兴趣。
叮嘱她，千万不要说孩子弹得好不好，顺着他就行了。
结果，现在这孩子八岁了，已顺利考上钢琴五级。
他今后是不是能真正成才，我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学习钢琴的自信和兴趣已被成功地激发
出来了。
后来我就想，像教孩子弹钢琴这样的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用不着太多的原则去规范，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
好比山里人用溪水，就用根毛竹接进家来，不用了，移开，要用了，就接上。
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如果说这里真有我的一点所谓经验的话，只是知道很多妈妈都很心急，急盼自己的孩子迅速学业有成
。
于是她们有时便急得懵了，可一经点拨，马上就会明白过来。
因此，孩子来学琴，与其说先与孩子沟通，倒不如注意怎样和妈妈打成一片。
孩子最贴近的是妈妈，妈妈最清楚自己孩子的兴趣所在。
老师，得为他们把握引导，以致设计一个有效的学习方案。
一般说，妈妈都不大喜欢听一套套的理论，她们都很务实——母亲教孩子，本来就不是课堂式的讲授
。
那么和她们商榷如何引发孩子的自信和兴趣时，着眼的是现实生活中孩子怎么样了，而不是有关兴趣
、乐趣、志趣三者构成的理论。
那是需要老师自己掌握的一门心理学。
然而怎样去应用，又怎样教这些孩子？
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寻求一个模式，千篇一律地加以模仿。
模仿是不变的造型，久而久之，便成了桎梏。
爱也一样，人人都说要让世界充满了爱。
可爱一旦浓得化不开时，却会适得其反，生出害来。
妈妈的爱是无私的，但常常少有原则。
解不开的爱心的纠缠，许多妈妈总是只看到自己孩子的优点。
其实，孩子的优点大多昙花一现。
相反，他们的缺点，倒是疥癣之疾难除：只能听表扬，不愿接受批评；只能经受顺利、成功，经不起
挫折和失败。
毫无疑问，作为孩子，这些缺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们自己当初不也就是这个样子？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将孙子兵法用在这里，真让人不觉吓一跳。
可假如不了解孩子，不懂得孩子的这些缺点，妈妈就很容易犯错。
因此千万别疏忽，更不要一怒之下横施大棒。
孟子说：“教者必以正。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琴童妈妈的金钥匙>>

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伤）矣。
”（《孟子·离娄章句上》）孩子学琴，妈妈如何持“正”，又如何防“夷”，这看来十分重要。
我想，“正”需要爱，但不能任爱妨碍“正”。
不去掌握孩子的缺点，开出良方，对症治疗，那么妈妈付。
出的一片爱心，往往会倏然迷失，甚至铸成悲剧。
谓予不信，那我再讲一个教例。
这是一个小女孩，也是学龄前的儿童。
和前面说的那个小男孩一样，十分聪明。
不同的是，她很少讲话，不表现自己，却在不经意中凸现出极强的领悟力。
我在教她汤普森的《我的太阳》时，叮嘱她要注意乐句的流畅和（PF）双手的配合。
可能是由于要求有左手弱，右手强的弹奏技巧比较难。
尽管我连续的示范讲解，她都已明白，但就是弹不好。
于是她好像有些不耐烦了，停下来，想溜下琴凳，将下面搁脚的小凳子拨来拨去的。
这显然有些反常。
这小女孩上课时从来都很认真、顺从、也很文静。
但我没有去批评她，再耐心做示范给她看。
我在“等”。
她没有听，依然如故。
这时坐在一旁的妈妈火了，一声呵斥：小琴！
口气异常严厉。
孩子一愣，噘起嘴巴，脸色涨得通红，却没有哭。
而是将手放在琴键上，不弹，瞅着她妈妈，僵持着。
一向文静好学的小女孩，居然摆出一副向妈妈“反抗”的模样来，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但我却没感到意外。
我说的“等”，就是因为这孩子自打学习钢琴后，从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眼下不期而遇，会怎么样
？
会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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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真的，我把这部书稿交给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后，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就想他们这样有名的出版社，是否看得上我这样的平庸之作？
仅凭自己的一些教学经验，就奢谈儿童钢琴教育，是不是也太不自量力了。
果然，时隔不久，出版社的王赛老师就打电话来，先是对书稿表示了她的一些看法，从中夹杂了几句
客气话后，便问：是不是能从你的教育日记中选择一些内容作为补充，集中反映一二个孩子学琴的成
长过程？
这显然是婉言之辞，说明我写的那些东西，分明有其不足，需要修订完善。
当时，我却十分高兴，马上一口答应下来。
心想这书稿被通过了，只要再加一点补充，而且是自己写的教育日记，那还不方便？
当晚，兴致勃勃地把这三本教学日记拿来翻阅时，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显然，王老师的本意是要补充一些实际教学的例子，这些例子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普遍性。
一句话，好比是“药方”。
让学钢琴的这些孩子的妈妈，一看就懂。
知道孩子该怎样学，犯了什么毛病，该怎样改正，又怎样让孩子走上成功的学琴之路。
这下我傻了！
扪心自问，我有这样的药方吗？
即便有，又是否有如此效用？
有了！
我曾教过的跳跳、浩浩这两个孩子，虽说不上我已使他们成功地走上了学琴之路，但对这两个孩子所
用的具体教学方法，或正有着明显效用的普遍意义。
从日记里可以看到，我对跳跳实施的是“化整为零法、步步为营法、化零为整法”；对浩浩实施的是
“阶段性教学法”。
原因是跳跳已经是一个八岁的大孩子，她随我学琴已有二年，对她怎样学习，可能会犯什么毛病，我
都心中有数。
因此对她实施的方法显然是预见性的。
而浩浩则不一样了，他还是个学龄前的幼童，第一次学钢琴，对他实施的方法便多是补救性的。
就像我在前面书里说的，同样是孩子学钢琴，男孩女孩不一样，稍大的孩子和幼小的孩子又不一样。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不一样”，都需要有一个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
事实上，在孩子学琴的启蒙阶段，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心理特点和学习特点，因此具体的教学实施，也
应该都有针对性的。
作为老师，要善于望、闻、问、切。
望，就是观察孩子学琴时的种种情绪反应，以必要的记录；闻，听孩子弹琴的声音，从中作出相应的
判断；问，和孩子及孩子的妈妈积极交流，使诸多问题在交流中形成共识，便于解决。
有了这三种掌握了解，才能得出一个实际适用的教学方案。
我对跳跳、浩浩所用的这两个方法，就是由此而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教学方法，和使孩子将走上成功的学琴之路，并无必然的关系。
但却会成为他们学琴之路上有力的助跑器。
它确实是有用的“药方”。
我不只在跳跳、浩浩身上用过，也在其他孩子身上用过。
它具有典型的实用价值。
可以说，我现在常用这两个方法来教这两种不同的孩子，都很有效，也很成功。
这个成功的概念是，让他们深切地感到学琴是对自己一种快乐的造就。
跳跳现正在一所市重点中学读初二，她对肖邦钢琴曲的演奏，已经进入了专业水准。
说实话，我已经教不了她了。
但她有时会来我家里，我们交谈、切磋，关系十分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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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红着脸对我说，她要成为李云迪第二！
我知道这很难，但我竭力鼓励她，希望她梦想成真。
浩浩已长成个大男孩了，他于小学五年级时顺利考上钢琴十级。
他现在还在跟我学，已独自骑自行车来上课了。
或是受跳跳的影响，最近他也开始练习肖邦的钢琴曲，不时和我进行交流讨论，我发现他对肖邦的理
解已有相当的深度。
我曾问他，你是不是想和跳跳姐姐比一比，也要成为李云迪第二？
他憨笑着没有回答。
突然说，他现在常和别人比赛，就是要像郎朗一样，以参赛为手段，在实战中锻炼自己！
看到他模仿着说的这些充满大男人气的话，我真的高兴极了！
最后要说的是，这些日记都是从我原来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提炼”出来的。
那是我的积累，也是经验之谈。
遗憾的就是太少了，也太单薄了，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而。
且，这样的杯水车薪，也不一定能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发挥相应的效用。
那就请诸多妈妈原谅了。
我很惭愧，其实，我没有什么金钥匙，金钥匙就握在妈妈自己的手上。
请允许我再一次说声谢谢，谢谢你买了我这本戋戋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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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开启人类智慧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文学，一把是数学，一把是音符。
　　——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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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琴童妈妈的金钥匙(修订本)》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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