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期通訊跟大家分享過一位被自閉症捆綁的年青人之訓練故事。而今連續兩

期則選取了「兒童學習鋼琴」為主題。首先，我們會跟大家解構何時是學習鋼琴的

好時機，及得以成功學習此樂器的所需七種基本「身心腦」功能條件；然後在下期

就會分享學習/發展困難的孩子學習鋼琴的困局及出路。 

另外，本會有見「教養學習困難的孩子」這課題往往令家長們的身心感到非常

疲累和困擾，故設立了新服務——親子及家庭關係諮詢服務，並邀請了輔導專業的

劉念馨女士加入本會為家長服務。詳情請看第四頁。                                                                                                                     

                                                      

電話： 2528 4096                                     

電郵： pda@pdachild.com.hk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 194-200號東新商業中心一樓        

網址： www.pdachild.com.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pda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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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識心療癒」突破自閉 / 亞氏保加症孩子 之 意識封閉障礙  (第九場) 

  (8月 21日 星期四 早上 10時至中午 12時) 

2.  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孩子 音樂學習 之 困難與策略 (分享會) 

  (8月 28日 星期四 晚上 7時半至 9時半) 

 想孩子「口說心話」，除了言語治療外，還需要甚麼「基礎訓練」? 

    (9月 18日  星期四 晚上 7時半至 9時半) (第一場) 

    (10月 23日 星期四 早上 10時至中午 12時) (第二場) 

4.  培養 讀寫障礙孩子 「喜讀．樂寫」 成功教學經驗 (分享會) 

    (11月 19日 星期三 晚上 7時半至 9時半) 

5.  亞氏保加症學童 之「情緒」面面觀 

     (12月 18日 星期四 早上 10時至下午 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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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年屆五十時，發心學習鋼琴，到現在已習琴近一年。 

此舉目的有二。一來為了敲醒自己身上那些昏睡了多年的音樂細胞；二來是希望透過親身的參與，從而更

深入解構學琴時所需的「身心腦」功能條件。這樣，可讓筆者更精確地提醒家長們，何時才是讓孩子正式/

認真學琴的好時機。 

一年過來，稍有得著，就讓筆者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些領會。 

學習鋼琴好時機 -- 發展年齡起碼五歲，最好六歲或以上 

首先，學習鋼琴 (以下簡稱為「學琴」)是什麼一回事?    

鋼琴本身乃是一個由左右手手指同時操控的發音工具。人們透過有技巧地彈奏它，將內心的情感和說話得

以抒發；同時亦能將別人寫在樂譜上的音符，變成可聽見的旋律，從而能與作曲者的心交流。 

當我們說某人學懂了彈鋼琴，一般意即說他在概念上已學會了樂譜跟琴鍵位置的關係 及 在技能上雙手懂

得如何操作它們。然而，這些能力不是天生的，明顯必需靠後天的的培育。 

而所謂的「學琴」好時機，就是指孩子的發展在那個時候，其本身的身心腦功能已具備了一切理解琴鍵與

樂譜間關係的概念和技能學習的先缺條件，從而孩子就可輕鬆上路。它跟讀書寫字一樣，是有時有候的。 

一般來說，筆者認為其適合的年齡應是待「身心腦」功能已發展到六歲或以上，一些發展得較穩定和成熟

的(多數是女孩子)，則可以試著由五歲開始，而發展較為遲緩的，提議家長耐心地多等一至兩年才開始讓

孩子學琴，這樣孩子成功機會便會大增。為什麼這樣說?  

學琴需具備的基本條件—七種「身心腦」功能能力 

皆因要輕鬆踏進「學琴」的旅程，孩子必需具備以下七種能力，而這些能力全都是要待五、六歲後，身心

腦才能準備就緒。它們包括： 

1. 符號、關係及左右方向的理解 

樂譜是由音符組成，它在五線譜上的位置對認著琴鍵的位置。而個別音符的位置具有兩個名稱，一是琴鍵

上的，例: Middle C、D、E… 及 因應不同的調子而計算的「唱名」，例： do, re, mi。孩子還需理解高

音譜號代表用右手彈向 Middle C 以右的琴鍵位置，而低音譜號則代表相反方向。 腦袋一般待六歲過後，

語言思維開始成熟時，才能理解這些抽象符號的意思和關係。所以，若三四歲就開始學習鋼琴的話，孩子

很難明白老師在說什麼或自己在學習什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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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展會 兒童發展治療顧問      陳玉珍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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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軀操控和安坐力 

琴椅對幼小的孩子來說都會較高，且是沒有靠背的椅背。孩子需依靠非常良好的身軀平衡

力才能腰身直直地吊著腳地安坐琴椅上，維持二十至三十分鐘來上課。一般女孩子較安

定，大部份在五歲多或高班時已能達至這安坐的水準，而男孩子則大多較好動，一般要等

至六歲或小學一年級時才做到。 

3. 眼球追視 和 手眼協調良好 

由於鋼琴的琴鍵是以多格和橫向設計的，故我們需依靠良好的眼球左右追視功能和眼手協

調能力，才能快速和準確地處理左右兩邊共十五個琴鍵的位置。 

4.  手指靈活度和力度良好  

首先，彈奏鋼琴時由拇指到尾指，每一隻手指都需要能個別地獨立運作按鍵；此外，手指

們需快速和持續地互相協調，才能把連串的琴音彈出來，成為旋律；再者，按琴鍵是依靠

手指頭運力的，而這又建基於上肢能否把手腕保持凌空(不能垂下放在琴鍵上)的位置，及

其手肌發展是否已到指尖位置；最後，若要處理拍子，孩子需學懂得操控手指運力時間的

長短。若雙手的操控要這麼細緻的話，孩子一般要待到六歲才成型。 

5. 左右手能分工及並用 

彈奏鋼琴的特點是左右手需輪流交替及同時處理兩行樂譜，這是一個非常高階的左右腦發

展層次，左和右腦各不只能獨立工作，還可相互協調。通常孩子的要到六、七歲才始開展

此階段的功能。 

6. 專注力良好 

上鋼琴課和練琴時起碼要專注工作二十至三十分鐘。 

7. 一心多用 

彈奏鋼琴時需一心多用，要同時用眼看琴譜、用耳聽琴音和用身體感受雙手活動的情況。

這些也是小學一年級生的能力。 

從以上種種，可見鋼琴學習是適合小學時才開始的活動！ 

其實，只要孩子的心智、身體和腦筋具備了學習鋼琴的先決條件，他們在小學甚至中學時

才開始也沒太大問題，因為日後的成就主要依賴孩子對「學琴」的興趣、心志、努力、練

習時間、所遇到的老師和教學法、正或負面的演奏經驗等等。 

鋼琴是一美妙的樂器，也是西樂的入門。祝願家長們能把握「學琴」的好時機，願所有的

孩子們在「學琴」的過程中，都感到輕鬆愉快、學有所成! 

下一期，我們將會集結過往教導不同類型發展障礙孩子的經驗，歸納出他們「學琴」時的

困局及出路。下回再跟大家詳談吧！ 



 

 

助展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本著「順天而行、助展潛能」的信念，為 0至 25 歲在發展上有差異的兒童及青年提供全面性

專業服務的私營機構；宗旨為幫助他們突破成長困局，促進其身心腦的自然發展。服務包括為孩子提供兒童發展及學習

能力評估、智能評估測試、讀寫障礙評估、音樂才華專業諮詢等評估，以釐訂個別發展需要的治療方案並進行訓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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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及家庭關係  諮詢服務 

特為 發展/學習差異兒童及青少年之家長而設 

解決教養煩惱    促進親子溝通 

改善家庭關係    學習怎樣去愛  

教育/親子 輔導員   

劉念馨  Sellina  Lau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輔導學碩士.  香港專業輔導協會會員 

國際企業教練協會 (WABC) 註冊教練、 

國際身心語言程式學培訓師協會 (INLPTA) 註冊執行師 

國際醫學及牙科催眠治療協會(美國) ( IMDHA) 註冊臨床催眠治療師。 

劉女士 具十多年精神健康、人際溝通技巧、職涯導向等培訓經驗，精於提供

以當事人效益為主的整合式心理諮詢及指導方案。 現致力為有發展或學習

差異的人士及其家人，提供適切的心理諮詢及導航服務。她深信每個人都擁

有閃爍的生命力，能改變舊有習慣及解開心結，活出更美滿的人生。 

問：我懷疑我的小朋友發展上有差異，想幫他約時間到你們那裡進行評估，想問問預約評估

的步驟是怎樣的? 

答：你可先致電給本會，我們的行政主任會初步向你了解孩子的資料、日常生活或學習的情

況，然後會請你填寫各項問卷，以讓我們的顧問及導師更進一步掌握孩子的成長歷程及各

發展範疇的表現。遞交問卷後，我們的顧問會仔細閱讀有關資料，有需要會再致電與你詳

談孩子的情況及建議的評估內容，並預約時間及安排適當的專業人士為孩子進行評估。 

     當完成評估後，我們會即時或在兩星期內約家長見面，報告評估結果及建議訓練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