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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音乐训练让孩子丧失快乐”

■

建
议

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院
长约瑟夫·波利希日前访问
中国，在谈到中国家庭对音
乐的热衷时对本报记者表
示，“中国大概有百万的孩子
在学习钢琴，这在美国是没
有的”。

据介绍，在美国，学习钢
琴的孩子并不是很多，除非
父母对孩子抱有极大的希
望，一般学习钢琴的都是在
上学以后。而且，只要孩子
自己觉得对钢琴学习失去了
兴趣，家长也就不再勉强。

而在中国，乐器的学习

通常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开始
了，等上学的时候，会一种乐
器将成为一种“特长”，在升
学 中 获 得 一 定 的 优 惠 照
顾。而这种政策的倾斜让更
多家长前赴后继督促孩子学
习乐器。

菲蓓尔儿童音乐教育机
构创始人、儿童音乐教育专
家马骏说，美国没有那么多
琴童，但美国音乐普及教育
做得却比中国好；家长们对
于孩子学习音乐的目的一
定要有正确的认识，音乐教
育对开发孩子的想象力、创

造力空间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 ，不 能 只 出 自 某 种 功 利
心，这种初衷会让孩子过早
地束缚在技巧训练中，过多
地重视技巧和技能，而忽视
了 音 乐 学 习 的 重 要 意 义 。
而 实 际 上 ，孩 子 在 六 岁 之
前 ，并 不 适 宜 进 行 乐 器 训
练，应该让孩子更多地体会
音乐的美好，在音乐的环境
里，用音乐的手段引导孩子
们 爱 上 音 乐 、能 够 欣 赏 音
乐、了解音乐。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荟

●孩子在特别小的时候，多给他一些熏
陶，比如听听莫扎特的曲子。在一岁或18个
月的时候，尝试碰碰钢琴或鼓。如果希望孩
子走专业化道路，最好让专业人士看一看。
最重要的是，别让孩子在错误的音乐训练中
丧失快乐。

——约瑟夫·波利希，美国茱莉亚音乐学
院院长

●孩子学习音乐，家长的作用，就是做一
份经济预算，准备好鼓励的话，留出充足的时
间去欣赏他（她），认为今天永远比前一天
好。家长不仅是经济支持者，更是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鼓励者、陪伴者、欣赏者。

——马骏，菲蓓尔儿童音乐教育机构创
始人、儿童音乐教育专家

家长要保护孩子的“兴趣”

被动学音乐难有进步

“功利，让不少家长产生了不
健康的心态”。马骏说，在孩子刚
开始学习音乐时，100%的家长都会
说，没有想过让孩子当音乐家，就
是培养一下音乐素养。但一段时
间过去，不健康的心态就会产生，
一些家长不自觉地在攀比（尤其是
条件好的孩子家长中），比进度（会
弹奏多少曲子）、比成绩和第三方
评价，而这种攀比往往忽视了最重
要的——孩子。孩子学习音乐，不
是数理化，音乐学习是能力的培
养，只要孩子始终在练习，就会有
进步。所以，家长需要用长远的眼

光关注孩子的发展，音乐学习绝不
是一天或一节课的结果，“孩子每
一个小小的试验过程中的挫折都
被放大成失败，孩子怎么能喜欢弹
琴和音乐？”

另一种情况是，家长越俎代
庖，每次课都拿着本子一个个记
录，回家和孩子坐在琴前一个个帮
孩子去扣谱，要求孩子必须要完成
某支曲子，而从不管孩子是不是了
解这首曲子，是不是乐于弹奏，最
后造成一些孩子不懂音乐、不识
谱都会弹琴，“这种音乐学习方式
很恐怖”，是被动的，不会有进步。

0-3岁只需浸泡式教育
四岁的佳佳在不到一岁时就能跟着音乐做一些简单而有节

奏感的动作，这种“翩翩起舞”引发了佳佳妈妈的巨大兴奋，于是
每天在家播放音乐。妈妈认为，佳佳具有相当的音乐天赋，于是
给佳佳“拜师学艺”，从钢琴入手，每隔一天都去上钢琴班，但佳
佳却常常哭闹着不肯去。妈妈很困惑，难道佳佳不喜欢音乐了？

像佳佳妈妈这样的困惑有一
定普遍性，究其原因，马骏认为，家
长首先是把“音乐学习”和“乐器培
训”的概念混淆了。从音乐教育的
角度讲，孩子应该从小就接触音
乐。但如果要进行乐器培训，就需
要孩子身体机能发育到一定阶段，
能够接受指令，按要求完成授课内
容，并能有足够健康来保证重复性
的功课训练。

马骏说，音乐教育更多的是用
音乐作为手段，帮助孩子健康成
长，开发情商、智商。首先，是给孩
子创造音乐环境，引导孩子喜欢音
乐。比如在零到三岁，只需要“浸
泡式”教育，不需要太多目的性的
指导，陪伴孩子一起欣赏，带动孩
子一起心灵感受。到了三岁左右，
建议孩子进入系统性的音乐启蒙，
用科学的方式，在音乐中唱、舞、
弹、表演。“低幼龄的孩子学习乐

器，最大的障碍是自己，在这个特
殊的发育阶段，不建议进行乐器学
习，但要抓住儿童听力、认知发育
旺盛的特征进行识读谱认知和听
力训练，而这又是音乐学习过程中
最难的，这个时期抓住了，可谓事
半功倍”。

到了六岁，孩子的身体机能发
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可以进入专业
技术技巧的训练了，这就是家长们
普遍认知的乐器学习阶段。

接触和培养过多名知名音乐
家的约瑟夫·波利希在讲述自己的
音乐教育观点时，也一再强调，“要
让孩子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这一
代的孩子不应该被逼着学习乐器，
如果孩子对其他事情感兴趣，就让
孩子去尝试。

音乐对人而言，越早接触越好，
但要有科学的设计，不要过早进入
以乐器训练为主的音乐学习阶段。

马骏也常常遇到家长提问，我
的孩子是不是具有天赋？其实在
孩子低龄阶段，无从对“天赋”有准
确的判断。而“天赋加勤奋”才能
成就天才，所以真正通过音乐教育
而学有所长的，大概只能是“塔尖”
上的几个人。

约瑟夫·波利希介绍，在茱莉
亚音乐学院，专业人士在辨别人才
方面很有一套，通过倾听表演，可以
判断出演奏者的技巧和艺术想象
力，当然，这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客
观上，还需要根据孩子的体力以及
身体发育情况来判断，比如，有的
孩子嘴唇不适合吹奏乐器，也有的

孩子手指的长度不够等。
马骏建议，在孩子成长期间，

家长需要好好保护住孩子身上所
表现出来的对音乐的兴趣爱好，让
孩子在均衡发展时保持住当下的
特长。不要过于用“天才”的方式
来要求孩子。例如，一些气息不流
畅的孩子，在钢琴学习的时候，一
定会出现左右手不协调的状况，但
也许这个孩子听力超群。这个时
间，是要进行补缺式的教育，找出
调整呼吸的方法，持之以恒地训
练，也许会出现一个“天才”。

看来，天才的训练方式并不适
合所有人。

菲菲妈妈常常说起自己的遗憾：目前已上大学的菲菲初中就
考过钢琴十级，但在高考前，菲菲放弃了钢琴，以文科生的身份进入
大学，学习了一门与钢琴完全没有交集的专业。菲菲说，当时每天
两小时的练琴让自己“练到想死”。而且，菲菲的老师也发现，菲菲
纵然技巧高超，但艺术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却有相当差距。

大鹏和同班同学苏苏同时学钢琴，但两年下来，大鹏的学
习进度比苏苏落后不少，对于钢琴的兴趣也不如当初浓厚了。
大鹏的妈妈心中不服气，一样的学费一样的课时，大鹏也不比
苏苏笨，为什么却是两样的结果？于是，大鹏妈妈增加了大鹏
的练习时间。

音
乐
教
育V

S

音
乐
培
训

天
赋V

S

兴
趣

攀
比V

S

欣
赏

约瑟夫·波利希

专家认为，孩子们不应该被逼着学习乐器。 图/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