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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of attention quality between vocal major stu-
dents and Piano major students. First, we compared the four attention quality scores (285 vocal mu-
sic major’s students and 220 piano major’s students). Second, 20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wo 
majors for non-participatory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ano students’ stabil-
ity and mobility of attention is better than vocal students; the standard of traditional quality evalua-
tion in these two items can’t be fully applied. Physiological factors are important interfer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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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声乐专业与钢琴专业学生注意力品质的差异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体表现，具体做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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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85名声乐专业学生和220名钢琴专业学生的四个注意力品质得分进行差异比较，在此基础上从两个

专业分别抽取20名学生进行非参与式课堂观察。结果表明：钢琴专业学生的注意力稳定性和注意力转移

能力高于声乐专业学生；传统评价注意力各品质的标准在这两个项目上不能完全适用，生理因素是重要

干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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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教育心理学家冯忠良先生在其所著的《教育心理学》一书中，将音乐表演(例如声乐、器乐、管

乐)连同跑步、游泳等体育项目归为操作性技能(operative skill)即包含明显的身体运动的技能，更进一步说

器乐和声乐表演是靠小肌肉群的运动完成的细微型操作技能，它同样遵循一般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1]。
操作性技能是一切音乐表演过程中思维和情感传递的媒介，不可否认音乐表演与竞技体育具有相当程度

的同质性。基于此点，现今音乐学家已经开始与运动心理学家合作，一同探究二者在表演过程中的心理

问题[2]。运动技能形成理论表明：任何运动技能在形成过程中都离不开心理因素的调节和支配作用[3]。
音乐表演技术训练的研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但有关表演心理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然而

对于技能学习来说，心理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拥有再优秀的生理条件、再刻苦的训练，心理品

质薄弱，一切高超技巧都无法展现出来。 
“注意”是心理技能训练的一个重点项目。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曾精辟地指出：“‘注意’是我

们心灵的惟一门户，意识中的一切，必然都要经过它才能进来。”在音乐家需要具备的心理品质中，注

意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对注意力和音乐表演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具代表性的是星海音乐学院的罗小平，罗

教授早年对注意的各品质对音乐表演的影响做过全面的分析。在其研究中罗小平教授指出，良好的注意

力水平能够使身体各部分肌肉运动协调，同时内心对音乐产生丰富想象和情感体验，这种丰富的想象和

情感体验再通过机体运动展现给观众[4]。 
声乐和钢琴是我国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专业的主要技巧课，是音乐教学的基本技能，其重要性不再

赘述。我国高等音乐教育技巧课教学方式方法革新进步速度较慢，对技巧课教师的培养重视不够，导致

技巧课的学习缺少科学性，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对学生仅凭主观经验进行判断，不善于利用科学先进的理

念组织教学，整体来看方式方法相对陈旧。本研究综合音乐学、音乐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知

识，对综合性大学中声乐、钢琴专业学生的注意力品质进行探究。探究二者在注意力各品质上的具体需

求差异，以便为技巧课教学提供实证基础。按操作对象的不同，声乐应被归为“徒手型操作技能”，器

乐专业则可以被归为“器械性操作技能”[5]。两种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

异。明确这种“相同”与“不同”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条件。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分为研究一、研究二两个部分。研究一为注意力测试，目的在于探究声乐专业与器乐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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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注意力四个品质是否存在差异？研究二为课堂观察，设计观察记录表后随机抽取声乐专业学生 20 名、

器乐专业学生 20 名进行非参与式观察。以探究两类学生在注意力各品质上的具体差别表现。 

3. 研究对象和方法 

研究一、注意力测试 
(一) 目的与对象 
被试为 505 名来自黑龙江省各院校本科四年级的音乐表演专业学生，其术科成绩均为大四上学期期

末考试成绩前 30%。其中主修声乐 285 名，主修钢琴 220 名；女 401 名，男 104 名。平均年龄 22.5 岁。 
(二) 研究工具 
根据注意力四个品质注意的广度、注意的稳定性、注意的分配和注意的转移，本研究工具采用殷姮

婵等人在《优秀运动员注意力测量与评价研究》中本着科学性、实用性和快捷性而确定的由 4 个分测验

组成的“运动员注意力测验”为工具，对上述品质进行测量[6]。评价指标为 4 个测验的正确反应数。分

别为：注意分配能力的测验 1) (图形辨别测验)；注意稳定性的测验 2) (视觉追踪测验)；注意广度的测验

3) (选 4 圈测验)；注意转移能力的测验 4) (加减法测验)。测试前准备包括：测试说明，模拟题解答。测

试为完成时间分别为 3 min/2 min/3 min/3 min 题目间休息十分钟。 
(三) 数据处理 
描述统计使用 spss19.0 进行。测试使用标准分数。分析为独立样本 t 检验。首先对不同专业被试的

注意力总分做差异分析，其次注意力四个品质分别进行均值比较分析。 
研究二、注意力课堂观察 
(一) 研究对象 
课堂观察对象是在“研究一”中参与测试的钢琴、声乐专业学生(师从于不同老师)各 20 名，随机抽

取。目的在于观察比较钢琴和声乐专业在注意力各品质上的具体表现。 
(二) 过程 
课堂观察在 2016 年九月开始实施，事先征得老师和学生同意，并告知课堂将通过录像形式记录，师

生均同意且给予支持。观察过程采取非参与式观察，被观察师生均不知道研究具体内容。每位学生 2 节

课，每节课 25 分钟，共 80 节，在观察期间，每位学生抽取一节课，认真记录并填写课堂观察记录表。

观察量表的编写是在五位音乐学、心理学专家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理论根据是注意力各品质的定义及标

志，考察项目的设置基本结合音乐表演的专业特点而定。根据专业技巧课的授课传统，绝大多数的授课

包括回课和学习新作品两部分，本研究重点观察回课部分。 
(三) 数据收集 
课堂观察之后，根据教师授课计划和课堂录像，将整个过程转写成文字。然后根据本研究所要探讨

的注意力的转移、分配、稳定性和广度在钢琴、声乐两个项目上的不同需求进行分析(表 1)。 

4. 结果与讨论 

通过研究一、研究二得出以下结果：首先是声乐主修学生和钢琴主修学生在注意力四个分测验上得

分的差异比较；其次，是在课堂观察阶段，根据本研究自编《注意力课堂观察表》所得到的观察结果以

表列之(表 2)。 
注意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attention)是指人们进行两种或多种活动时能把注意指向不同对象的现象。

[7]研究一数据显示，在注意力分配能力测验上，钢琴专业学生得分( x  = 20.2, SD = 7.14)和声乐专业学生

得分( x  = 23.6, SD = 9.47)未呈显著差异。针对注意力分配情况在课堂观察环节所设置的观察项目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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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vocal and piano majors student 
表 1. 声乐主修和钢琴主修学生各分测验和总测验平均数比较 

 专业 N 均值 标准差 t 

分配能力测试 钢琴 220 23.2 7.14 4.73 

(图形辨别测验) 声乐 285 21.6 9.47  

稳定性测试 钢琴 220 22.43 5.82 2.73** 

(视觉追踪测验) 声乐 285 18.56 6.49  

广度能力测试 钢琴 220 96.17 38.52 −1.51 

(选 4 圈测验) 声乐 285 102.51 40.13  

转移能力测试 钢琴 220 122.73 37.2 1.43** 

(加减法测验) 声乐 285 110.04 40.54  

注：*P ≤ 0.05，**P ≤ 0.001。 
 
Table 2. Attention class watch 
表 2. 注意力课堂观察表 

项目  表现 特点 

1) 在不间断演奏的情况下，对教师指令的执行情况  好一般差  
2) 以下项目能兼顾几项？音色、力度、节奏、音准、风格、技术  2 3 4 5 6  

3) 保持不间断、不失误  整首乐段乐句  
4) 技巧转换时是否停顿、放慢速度或是有失误  极少有时经常  

 

对教师指令的执行完成情况。教师发出的指令大多为让学生调整节奏音准，规范技术动作方面的，比如

像要求声乐学生“气息下沉”、“注意音高”等；要求钢琴专业学生“左手平均”、“放慢速度”等。

根据课堂观察显示，两个专业的学生大都能够做到在不间断演奏的情况下对教师发出的指令做出反应和

调整，即同时完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任务并且能够随意切换注意对象。 
注意的稳定性(stability of attention)是指注意保持在某一对象或某一活动上注意所能持续的时间。持

续时间越长，注意就越稳定。注意稳定性的标志是在某一时间内的高效率。[8]根据研究一结果显示，钢

琴专业学生的注意力稳定性测试得分( x  = 22.43, SD = 5.82)整体好于声乐学生( x  = 18.56, SD = 6.49)二
者呈显著差异。说明整体看，钢琴专业学生具备更好的注意力稳定性。但根据课堂观察数据可见，在实

际的操作过程中，能够完成整首乐曲不间断、不失误的学生，在钢琴专业中的比例和声乐专业的比例差

别不大，见表 3。声乐专业学生的注意对象不如钢琴学生的复杂，根据所记录的学生演奏、演唱的具体

曲目上来看，时长和复杂程度上都有很大反差。一首完整的钢琴作品一般都能达到 10 分钟以上甚至 20
分钟或更久，但一首声乐作品最多 7~8 分钟，而且从作品分析角度来看，钢琴作品的织体和声乐作品相

比较复杂程度高出极多。相当数量的研究都表明在主体积极性相等的条件下，注意对象的复杂程度对注

意的稳定性有显著的影响[9]。因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钢琴学生需要比声乐学生具备更好的注意稳定性

才能胜任这项操作技能，钢琴教师应该更注意培养学生注意力的稳定性。 
注意的转移(mobility of attention)注意的转移是根据新的任务，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

或由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的现象。[10]良好的注意转移能力可以体现在转移的快慢上。根据研究一

结果显示，钢琴专业学生的注意力转移测试得分( x  = 122.73, SD = 37.2)高于声乐专业学生得分( x  = 110, 
SD = 40.54)二者呈显著差异。说明钢琴专业学生的注意力转移能力高于声乐专业，差异具体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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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sults of attention class observation 
表 3. 注意力课堂观察结果 

题目 表现 声乐 钢琴 

1) 在不间断演奏的情况下，对教师指令的执行情况(分配) 

好 50.2% 41.4% 

一般 35.9% 40.1% 

差 13.9% 18.5% 

2) 保持不间断、不失误(稳定) 

整首 41.4% 39.2% 

乐段 56.1% 41.3% 

一定数目乐句 2.5% 19.5% 

3) 以下项目能兼顾几项？(广度)音色、音量、节奏、音准、风格、技术 

2 种 6.4% 10.3% 

3 种 38.7% 22.6% 

4 种 33.4% 19.6% 

5 种 15.8% 39.1% 

6 种 5.7% 8.4% 

4) 技巧转换时是否停顿、放慢速度或是有失误(转移) 

极少 25.5% 40.2% 

有时 40.2% 57.1% 

经常 34.3% 12.7% 
 

根据观察结果可见，钢琴专业学生在技巧转换时停顿或放慢速度的现象明显少于声乐专业学生。例如在观察

过程中，某钢琴学生弹奏贝多芬奏鸣曲 Nr.7 Largo e mesto 时，前十小节的三连音旋律后中间无休止符马上

进入三十二分附点音符为主的旋律型，十小节后又转入以右手八度下行为主的乐句，该生技巧过渡完全没有

停顿或速度上的改变。声乐学生当中有 34.3%经常有停顿、放慢速度或是有失误，这很有可能是此类技巧本

身特点所导致，即声乐是以自身器官为发声工具，人体器官无法像乐器一样具备稳定的工作状态[11]。 
注意的广度(span of attention)也称注意的范围，是指在同一时间内，人们能够清楚地把握对象的数目[12]。”

根据研究一结果显示，钢琴专业的注意力广度测试得分( x  = 96.17, SD = 38.52)与声乐专业得分( x  = 102.51, 
SD = 40.13)未呈显著差异。说明整体看，钢琴专业的注意力广度与声乐专业学生相比较基本持平。但在进行

问题 2 的观察时，声乐专业学生能够同时兼顾 3~4 项的居多，而钢琴专业的表现是 5 项居多。因此可以

初步断定，受某些因素的阻碍，具备同等注意力广度的钢琴专业学生和声乐专业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把握对象的数目会有不同。根据叶奕乾等人对注意力广度的论述，能够影响注意力广度的因素主要包

括知觉对象的特点和知觉活动任务量与知识经验[13]。结合具体课堂观察，很有可能是由知识经验水平不

同导致的。课堂观察期间，钢琴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要求学生对曲式结构、和声进行和作品背景深程度

掌握，鉴于钢琴作品的复杂性，学生需要在课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完成上述内容。钢琴学生这种长期的

训练使其整体音乐能力得到良好的锻炼和发展，形成了高于声乐学生的知识经验水平。 

5. 结论 

本研究尝试用运动员注意力测试工具对钢琴和声乐专业学生的注意力品质进行测量，后又对部分被

试进行课堂观察。综合两部分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后可得出以下结论： 
1) 知觉对象的特点是影响其注意力表现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所挑选的研究对象是专业程度较好的声乐专业学生和钢琴专业学生，通过对其注意力四个品

质的测试成绩进行差异比较，发现钢琴专业的注意力稳定性和转移能力相对声乐专业学生得分更高。但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钢琴专业学生的注意力稳定性不一定能够通过是否间断或失误体现出来，也就是说

https://doi.org/10.12677/ae.2017.75034


刘思遥 
 

 

DOI: 10.12677/ae.2017.75034 232 教育进展 
 

不一定能够通过维持时间的长短来体现。这很可能是由于两个专业作品的复杂程度不同即维持对象的特

点决定的。但可以初步断定，通过长时间的钢琴学习，演奏者的注意力稳定性得到了良好的锻炼和提升，

这种提升很明显比声乐专业要多。 
2) 不同专业注意力水平和注意力表现水平不同 
通过整个研究过程可以初步断定，注意力水平和注意力的表现水平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尤其体现在

音乐专业上。注意力水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主体自身具备的心理品质或心理能力，有先天的因素存在，

后天也可以培养；注意力表现水平则需要结合具体项目进行探讨，比如在演奏钢琴、演唱声乐作品时体

现的注意力品质，注意力的表现水平会受诸多因素影响，仅从在具体项目上的注意力表现情况断定主体

注意力水平是不恰当的。 
3) 生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注意力表现水平 
注意力分配能力和注意力广度的测试上，两个专业的学生未见显著差异，即水平基本相当。但在课

堂观察部分可见，注意力广度接近的学生在实际演奏演唱过程中不一定会有同等表现。周海宏认为：“钢

琴演奏过程中演奏者要对手、腕、臂这些弹奏的执行器官作出复杂的控制与安排，以保证把头脑中理想

的音乐处理样式准确地传达给听众[14]。”即使具有超强注意力品质的演奏者，在其演奏过程中，这种品

质也是要通过生理器官进行传达的，生理器官的不稳定性会对注意力表现造成影响。也就是说，演奏演

唱过程中的某些失误和间断，不一定是注意力分散等心理原因造成。 

6. 建议 

本研究所探讨的“注意力及其品质”仅仅是音乐表演及音乐教育专业人员需要具备的心理品质之一。

相当数量的研究都证明音乐家和运动员能够从相似的心理技能训练中获益[15]。心理品质的好坏对技巧类

学习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技巧课教师应参考实证研究所得结果结论，设计教学方案调整教

学策略，客观的指导学生。同时，对音乐表演心理的研究应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更加科学的挖

掘问题的本质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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