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

一、主题:

第六节——连奏技术与双手协调性

二、学情分析：

学生经过前六节课程的学习已经掌握了基础的乐理知识，能够独立阅读本课

内容中的五线谱并能找到对应的键盘位置。学生第一学习演奏法，背部、肩部的

肌肉特别紧张，上半身的紧绷感会对学生的掌握键盘演奏会有一定的障碍。因此

乣使用不在钢琴上的训练，帮助学生放松身体。

成年学生日常的双手协调性多在于大肌肉群的配合，而键盘乐器演奏的协调

性更多是控制手指的小肌肉群的运动和协调动作，因此对于精细的双手协调动

作，学生需要更多的实践时间来学习双手的协调。课程中通过运用有趣味性的游

戏，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双手的协调能力。对于抽象的演奏技术教学，学生

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比喻来完成动作的学习，因此课堂中要运用教具及精

准的语言表达，帮助学生理解相关内容。

三、教学内容分析

1、演奏法——非连奏技术，其包含了放松的手臂、手腕动作和稳固的指尖动作，

是键盘乐器所有演奏技术的基础，需要通过掌握正确的用力方式来完成非连奏的

技术演奏。

2、双手协调性通过游戏和曲目演奏来完成，在内容的选择上，结合了创作来完

成。创作无需读谱，可以更多关注与听觉和双手的控制。

四、教学课时：90 分钟

五、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能够分辨正确的演奏手臂状态

2、掌握非连奏的感念及相关动作要点

（二）能力目标



1、能够学会使用放松的手臂和手腕

2、用手臂手腕的重量放松落下到稳固的指尖

3、运用非连奏完成曲目演奏

4、能够手指协调游戏

5、能够在即兴创作中运用非连奏

（三）职业目标

1、体会音乐律动，欣赏音乐之美

2、培养意志力，控制双手的小肌肉群完成协调性首席

3、培养自我管理能力，能自觉完成课堂布置的练习，并能够按时完成曲目练习

的任务；

六、教学重点：

1、放松的手臂、手腕状态

2、掌握非连奏的演奏技术

七、教学难点：

1、放松的手臂和手腕状态

2、正确的非连奏演奏

3、双手协调性

八、教学手段与方法：

1、情景法，音乐是听觉艺术，学生利用听觉器官接受音乐的熏陶，音乐中蕴含

哲理和思想情操和情感体验，通过充分运用形象和创设具体生动的情景，激发学

生的学习情绪。如创设图画再现情景；扮演角色体会情景；音乐渲染情景；

2、体态律动参与感受音乐和表演音乐，通过聆听音乐，感受手臂和手腕的放松，

同时欣赏作品。

九、教学过程：

（一）连接（8分钟）

1、回顾上节课的两大内容，指法和坐姿

指法的内容回顾通过游戏的方式，调动学生参加与课堂，并建立愉快的课堂氛围；



坐姿则使用图片讲解坐姿的三大要点，分别需要参考身体与座椅的位置、身体与

琴键的距离及手臂高度与琴键的高度来做到正确的坐姿。

2、用一个比喻“垂柳树”来介绍上半身的放松概念，为整个身体创作一个视觉

形象和类比，跟随音乐完成音乐律动

（二）规划 1（15分钟）

1、邀请学生站起来跟随老师和背景音乐完成“垂柳树”的练习。

2、回到琴凳上，在琴凳上做相同的手臂动作

3、教师示范：提前手和手臂，体会放松和沉的感觉，轻放在琴键上，手轻轻握

拳，再把手提起来重复以上动作。

4、从手拳的动作转变为手指触键的方式

5、使用教具橡皮泥，体会指尖深深的触键的感觉，然后回到键盘上，尝试用这

种方式演奏，这种方式就叫做非连奏。

概念：非连奏是声音之间独立间断，每次演奏一个音抬一次手

技术关键：运用放松的手腕，将手指放在琴键上，然后轻轻的抬起手腕，落下的

同时指尖轻柔地深深触键，就像穿过粘粘的橡皮泥一样，等声音渐弱后开始抬起

手腕。

6、分析乐谱

乐谱为 4/4拍，一共为 8个小节，请大家观察乐谱的规律特征，可以得知乐谱的

1-2、3-4、7-8都是由相同的节奏和相同音高组成，然后对乐谱的音名进行分析。

7、教师做到乐器前，进行演奏示范和讲解。

（三）探索 1（25分钟）

学生实践环节，演奏乐曲和即兴创作非连奏的动作，老师现场进行一对一、

一对多的辅导，对学生进行及时的评价和反馈。

（四）规划 2（12分钟）

1、通过游戏体验双手的协调性，完成双手的协调游戏“小兔子说 ok”、“一支

枪和四个靶”、“一边倒”

2、然后回到乐器前，通过双手使用不同的指法，分别完成左手演奏 1个音，右



手 2个音，左手 1个音，右手 3个音，左手 1个音，右手 4个音，然后互换数

量的协调性练习。

（五）探索 2（25分钟）

学生现场运用以上知识进行实践探索，并尝试运用协调性的双手练习来创作

一个完整简短作品。老师现场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的辅导，对学生进行及时的评

价和反馈。

（六）回顾（5分钟）

1、和学生回顾课堂中的柳树练习、琴键上放松手腕和指尖深深弹下的感觉

2、回顾本课运用非连奏的曲目作品

3、重新陈述提高双手协调性的三个游戏

4、布置作业：

（1）跟随音乐做垂柳树练习

（2）曲目作品演奏

（3）双手协调性的三个游戏

（4）运用非连奏练习完成一个音乐创作

十、教学评价：

可通过日常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口头提问、学生课堂实践后进行现场演

奏、音乐体态律动中通过观察学生身体状态了解学生当堂的学习情况，并对学生

的回答、演奏和形态表现进行及时评价。另外，还可以通过布置课堂作业，了解

学生理解与运用知识的质量，发现教学的漏洞和不足。

十一、教学反思：

通过游戏观察学生的手指控制能力，其实需要使用更多的方法和更多时间的

练习来掌握游戏的手指规律，需要在讲授时提供练习的时间，让学生能够现场练

习后再参与老师的现场互动，这样学生既可以获得多一些的课堂实践的时间，教

师也可以通过学生练习后的情况得到教学反馈，及时灵活调整教学方法和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