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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研習、觀摩、督導回饋表 3-1 
■外部進修  □現場觀摩督導 □視訊觀摩督導 

 

課程名稱 
2012 芬貝爾 

鋼琴教學系列講座 

課程日期 2012.10 .18 課程時間 9:00~17:00 

課程地點 功學社復興音樂廳 參加人數 約 80~100 人 

授課講師 Randall Faber 主辦單位 雙燕文化基金會 研習費用 
20 人折扣價$1105 

（原價$1300） 

觀摩人      張雅菀 
■ 現場 

 □視訊 
講師等級 

□儲備□助理 

■初級□中級□資深 
填表日 2012.10 .22～11.15 

督導人 
□ 現場 

    □ 視訊 
講師等級 

□儲備□助理 

□初級□中級□資深 
督導日  

 

A：行政作業 

項    目    觀  察  與  心  得 

報到流程 √    在一樓簽到、領取教材，再上 12 樓的會場。 

服務品質 √   有專人開場，服務人員掛名牌。 

教材展示  √  可以增加立牌標示教材系列名稱。 

場地環境 √   投影機、演奏型鋼琴、小桌子放電腦、同步攝影機。 

備    註 有一位工作人員坐於觀眾席第一排操作投影螢幕，轉換 PPT 或講師現場彈琴的影像。 

 

B：講師專業形象 

項    目    觀  察  與  心  得 

服裝儀容 √   講師多次的講座，衣服顏色都維持一貫的「黑色基調」。 

語調表達  √  語速適中，但翻譯者講話有點太快。 

肢體表現 √   OK 

場地佈置 √   設備完善 

氣氛營造 √   不會沈悶 

動線設計 √   動線 OK，全程以靜態解說為主。 

備    註 講師態度從容不迫，講話速度適中，隨時依著主題的需要現場彈奏示範曲目，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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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研習、觀摩、督導回饋表 3-2  

C：講師授課 

項    目    觀  察  與  心  得 

授課程序 √   沒有太細分課程的編排，但流程順暢。 

充分備課 √   對自己的教材脈絡很清楚。 

課程目標  √  事先已經有特定的主題。 

活動帶領 √   靜態「聽講」的形式。 

教具運用 √   投影設備、錄影設備（同步放映在螢幕上讓大家看清楚彈奏示範） 

學員互動 √   最後有發問時間，增加互動、解決疑問。 

理念傳達 √   會隨時加入作教材的想法。 

經驗分享 √   放映影片觀看上課實況，讓學員了解教師如何修正學生的問題。 

解決問題 √   對學員提出的問題，能夠中肯的回應。 

備    註 
＊ 講師以彈奏一首 Mozert的樂曲開場，令人印象深刻。 
＊ 很佩服這對夫妻的「演奏家」身份，對他們所研發的教材有更多的信任度。 

 

 

D：心得統整 

對活動內
容印象最
深刻的事 

＊ 講師以彈奏一首鋼琴曲做為開場，吸引大家的目光及注意，這樣的開場令人印象深刻。 

＊ 講師除了講解各個階段的教材技巧外，更能隨時彈奏不同的名家作品，來舉例和印證其 
     技巧的重要性，讓人不得不佩服講師的演奏功力及教學能力，對他所研發的教材有更多 

     的信任度。 

＊ 會場的設備齊全，有專業的演奏型鋼琴、同步的攝影機、台下有工作人員操作投影機的 

    螢幕，讓整場講座流暢進行。 

＊ 翻譯老師很不錯，微笑以對，從容不迫，能正確做到口譯的工作。 

＊ 講師非常的「準時」上下課，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 現場安排示範教學，老師可以直接學習到講師如何修正孩子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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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最
大的收穫 

＊ 對此教材的系統和架構瞭解的更清楚後，更打從心底佩服這對夫妻，他們倆是真正擁有演	  

	   	   	   	   奏技術和教育心的教育家。雖然教材已在全球被熱烈地使用和討論，但是他們還是不以	  

	   	   	   	   此自滿，而是一再實際操作，發現缺失即修正，讓教材越臻完美，很開心自己為學生選	  

	   	   	   	   對了教材。	  

＊ 此教材將所有「彈好鋼琴」、「做好音樂」所需要的資訊都關連在一起，教材編排之細膩和	  

	   	   	   	   用心讓人感動，反思自己應該更用心教學，好好吸收這套教材的精髓並教導給學生。	  

＊ 希望有機會的話，能夠於再版時好好修正音樂童年的教材。	  

	  

對講師 

的建議 

 

 

＊ 若能夠提供上課的講義會更好，畢竟是收費的講座。 

 對公司    

 的建議 

＊ 可以多多宣傳我們的團鍵課程及這套教材的特色。	  

＊ 可以多收集各教室在使用<音樂躲貓貓>、<音樂童話國>、<音樂城堡>教材上的回饋，以

為將來改版作準備。	  

＊ 可以出版一本介紹音樂童年教材和教具的冊子（和企業簡介不太一樣）	  

	   	   	   	   	   Ｐ.S.可參考 Faber	  Piano 的再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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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時間 活動內容要點 教具 創意點子/注意事項 

一、 

開場/前言 

 

 

 

 

 

 

二、 

何謂技巧    

   ＆ 

如何建立 

 

 

 

 

 

 

 

 

 

 

 

 

 

三、 

解開技巧

的謎團 

開場 

 
講師彈奏一首莫札特晚期的鋼琴奏鳴曲 K250 作為開場， 

並詢問在場教師有否參加過去年的講座？ 

～去年重點：讀譜、和絃教學、教學法 

～今年重點：更多的技巧～為了藝術性表達 

 

 

技巧：包含觸鍵、音色、手指……的動作 

 

1. 只用手指的彈奏方式，只能傳達一種音樂性。 

2. 幫孩子建立自動化技巧的基礎。 

3. 技巧不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控制」。 

4. 建立技巧「自動化」的系統要有正確的順序： 

    手臂的力氣→手腕扶起來→手指協調 

5.  「重覆練習」讓這些動作變成「自動化」。 

6.  「3D 演奏法」：手不止左右移動，還要上下移動。 

7.   從學生小時候就要開始建立技巧 

8.   用老師的熱情，幫助孩子建立「美好」的技巧， 

     往「美好」的音色及演奏法前進 

9.   練習技巧需要「熟練」，有兩個方向： 

     a. 知識的獲得～連結資訊「群組化」 

     b. 技巧的獲得～控制肌肉到非常細緻的程度， 

                    讓它變成一種熟悉的協調動作。 

 

坐姿：是一個連帶的問題 

 

1. 身體→手腕→手指 

2. 解決身體的問題，就能解決手腕的問題。 

3. 解決手腕的問題，就能解決手指的問題。 

 

觸鍵：不只是用手指，而是用整個手臂力量來啓動。 

 

1. 如果只用手指肌肉，手臂很快就累了。 

2. 距離太近會無法運用手臂 

3. 有落下的動作，也會有浮上來的動作。 

4. 彈奏不同音域時，讓手腕「飛」起來。 

5. 若能好好運用手臂，可以幫助手指平均、省力。 

6. 彈奏分解和弦是「手臂對齊」的方法。 

7. 一次「落下」的動作，彈奏一串音符。 

8. 要專心「手臂的力量」，手指自然就有力量。 

 很好的點子，一聽到

琴聲，大家馬上安靜

下來。 

 

 

 

 

 

在講解到相關技巧的

運用時，講師會馬上

彈奏一曲相關的樂

曲，讓與會者更清楚

重點，相當棒！ 

 

 

 

 

 

 

 

 

 

 

 

 

 

以下的內容為統整之

後的筆記整理，但是

在講師授課的途中， 

安排了以下兩件事： 

 

＊教學影片的分享 

＊三位不同程度的小 

  朋友的現場示範教 

  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