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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教学市场混乱 老师良莠不齐 开价无据可依
大批学琴的小琴童还没入门就被毁了

A05
2012年9月1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郭漪 美术编辑 郭海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焦点

家住虹口区的周女士，最近的头等大
事就是找个肯收女儿为徒的钢琴老师，这
比她自己能否升职都急，因为多个钢琴老
师将她的女儿判定为“ 二手货”，不愿教。

“ 老师们说，我女儿坐姿有问题、手形不
对。说她这样的孩子比那些从来没摸过琴
的都难教，想彻底矫正过来很难。”

周女士是想培养女儿的音乐细胞。
“ 我们夫妻俩完全不懂，当时图近，价格也

不贵，就让女儿在买琴的琴行里学了一
年。听听女儿弹得蛮好，不觉得有啥问题。
后来同事建议我给女儿找个私教，没想到
面试了一圈，没一个老师肯教她。”周女士
眼睛泛起了泪花，怪自己耽误了女儿，“ 庸
师害人，找钢琴老师一定要睁大眼睛。”

“ 社会上很多人对钢琴不熟悉，一般
上来就问，你钢琴几级？实际上，钢琴只是
业余才分级，专业不分级。钢琴十级在音
乐学院附中一抓一大把。” 说这话的是上
海一家大型培训机构的钢琴老师小蔡。

小蔡说，糊弄对钢琴完全外行的家
长，很容易。“ 就比如我爸妈，陪着我学了
这么多年琴，教个刚入门的孩子，家长肯
定看不出来。现在的确有这样的家长，陪
孩子学琴久了，自己就开始收学生了。还
有一些幼儿园老师，只能弹弹简单的少儿
歌曲，居然也广收门生。还有一些艺术院
校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干脆自己组
织一些培训班，大多是非钢琴专业。不少
老师基础不行，但为了出成绩，就不教孩
子打基础而是让他们反复练习考级所需
要的几首曲子。这种忽视基本功的教学方
法，让很多孩子养成错误习惯。”

另外，由于社会钢琴培训机构的教师
资格，在法规上并没有明确要求，只要学
校认可就可以上岗，而部分学校唯利是
图，以新老师充资深。

“ 我刚刚教钢琴时，机构介绍我的时
候就说是多年资深教师!” 小蔡苦笑道：

“ 这没办法，行业的潜规则就是如此。”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教学机构和家长
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钢琴培训市场
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记者以孩子想学钢
琴为由打电话咨询三名钢琴老师，在电话
中，三名老师首先谈的都是价钱，而不是
了解孩子是否有发展潜力。而记者一提出
要看老师的资质时，其中两名都表达了

“ 既然你不相信我，我就没法教你的孩子，
你还是另请别人”的意思。另外一名则表
示，只能提供考级证书这一样证明。

在采访中，作为一名钢琴“ 菜鸟”的

记者不得不感慨，普通家长因信息不对称
和专业知识的缺乏，是无法鉴别钢琴教师
和钢琴培训机构资质的。那么，这些到底
该由谁来鉴别和监管呢？还有，收费到底
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标准？

“ 现在连保姆都要持证上岗，学钢琴
怎么完全要靠家长呢？我希望能到相关专
业网络浏览注册教师的信息，知道哪些培
训机构师资强，哪些适合初学者，家长会
少走好多弯路。”公开、透明，在采访中每
一个琴童的家长都发出了这样的呼唤。

今年的钢琴考级余温尚存，近两万名考生及他们的家长正焦急等待成绩的公布。在上海，至少有10万名

琴童，只要与钢琴沾边的，都成了财富的宠儿。上万元一架的钢琴、数百元一次的调音、几百元一次的钢琴课、

组织少儿钢琴比赛收到的巨额报名费，使钢琴培训从原本单纯的教学变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本报从今天起将持续关注钢琴培训中的重重乱象：良莠不齐的培训机构和老师，以次充好的钢琴，扭曲

的考级，混乱的学琴市场让家长孩子们花费了金钱、时间和精力，琴艺却差强人意。

跟对老师等于
成功一半，然而如
今钢琴教学市场混
乱、教师队伍良莠
不齐、资质认定无
人审核、收费标准
无据可依、教师教
学无人监管等方面
的强烈反映，市民
对出台管理办法或
法规以规范、引导
申城的钢琴教学市
场健康发展的呼声
越来越高。

实习生 柴一森
本报记者 陈轶珺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上海的钢
琴培训形式主要有三类：钢琴培训中心分
设点、琴行培训点以及个人教师。粗略统
计，全市大大小小的培训点就有近200家。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钢琴培训市场
最混乱的是琴行。一些琴行为了节省成
本，甚至不聘用专职钢琴教师，不少在校
的艺术系学生成了琴行的“ 资深老师”。

而在一些钢琴教育点，教师没有音乐
理论基础。近几年，一些小区也冒出很多
琴行和钢琴培训机构，其中很多没有办学
许可证。不规范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在琴房
教钢琴，相关部门很难查处。

而性价比相对不错的培训学校，问题
也不少。最大的问题是老师流动性大。记
者了解到，一堂私教钢琴课，每小时的收
费在一百到两百元不等，上课时间一般是
在一到两个小时，老师大多为专业音乐类
院校已经毕业或是正在就读的学生，如果

是在校教师则收费更高。但是在艺术类培
训学校里，一堂钢琴课仅为30分钟，初学
者每节课的收费70元，价格按照学生层次
的提高而递增，最高九到十级每节课为两
百元，但老师实际能拿到的是学费的50%。
这样一来，有许多培训中心的老师会选择
自立门户，或是跳槽。“ 老师频繁更换，受
影响最大的是学琴的孩子。”

不仅老师频繁换，许多钢琴培训中心
还存在巧立名目乱收费的情况。一位家长
抱怨道，“ 我女儿辰辰在这里学了三个月，
当时报名的是零基础班，现在却突然被告
知，因为水平提高了，要按照两级的收费
标准，从原先每堂课70元提高到80元。”

“ 前三节课按照零基础的收费，之后的课
程按照一到两级的标准收费，” 某艺校负
责人这样解释，“ 刚进来的老师，带的几乎
都是零基础的学生，工资普遍都不高，作
微调也是为了能提高教师的收入。”

信息不对称 家长缺乏专业知识

记者就钢琴培训中的乱象及其解决办
法采访了一些业内人士，尽管大家对业内
乱象深恶痛绝，但谁也不愿做“ 出头鸟”。

“ 不仅仅是钢琴，其余很多艺术培训
都有类似的问题，钢琴只是最突出一个。
解决乱象的最好办法是立法。如果立法的
条件还不具备，先以行政性许可文件进行
规范，然后再立法，对整个培训市场的机
构设立、资格审核，如何向社会公布、公示
等一系列具体内容进行规范。比如对老师

的资质认定可以通过一些代理机构来完
成，但是政府要在宏观上制定指导性政
策。比如规定具备5级还是8级的才可以从
事教学等。”一位资深钢琴教师这样说。

他认为，政府监管市场主要是制定行
业规则，发布行业的各种信息，包括可查
询的老师资质等，给家长选择权。行业协
会要参与专业管理，培训机构要自律，教
育、市场监督等相关机构要配合，市民消
费要理性，少了任何一个链条都不行。

》业内说法 引导建立网络认证查询

老师良莠不齐 孩子基础就没打好混

下个星期六，毛先生就要带着10岁的
女儿去见她的第三个钢琴老师。一小时
400元，这是那位新老师每节课的收费。

从最初在培训学校的每节课80元，到
如今每小时400元的私教，毛先生是看着
钢琴课收费一步步涨起来的。“ 再这样下
去，我的心脏和口袋都要HOLD不住了。”

“ 最开始培训学校上大课，便宜是便
宜，但总觉得老师对我女儿不上心；后来
150元一小时，请老师上门，又觉得那个老
师水平不够。托了好几个朋友，才找到现
在这个老教师。不但得自己上门，一小时
收费就要400元。考级前几个月每周至少
要上两次，一个月下来就是3200多元。”

学费无标准，名师价格高得离谱，也
从一个方面把钢琴行业这潭水越搅越浑。
随便一个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开价都在

200元以上。一些知名教授的上课费用更
高得让人“ 望而生畏”，有些教授明码标
价，仅“ 点拨”一个学生开价就是3000元，
若是收其为徒，费用更是一路飙升。

一名业内专家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早
在十多年前，钢琴还只是少数家庭能负担
得起的乐器，但优秀的钢琴老师已经非常
稀缺，往往处于学生满员的状态，但随着
学琴孩子越来越多，师资进一步紧张，为
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受到音乐教育，不少家
长不惜出大价钱，原先200元一堂的钢琴
课，一些家长表示愿意支付2000元，只要
愿意教自己的孩子，而教师之间也相互影
响，师德受到了金钱的考验，原先几百元
一堂的钢琴课，在短短的几年里被炒到了
上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很多家长更是
认为，价钱的高低决定着老师的好坏。

开价无据可依 家长认为贵的就是好乱

培训机构猫腻多 巧列名目乱收费劣

您打算让您孩
子学琴吗？或者您
的孩子正在学琴？
关于学琴，您有什
么 疑 惑 或 者 烦 恼
吗？关于学琴，如果
您有什么想和大家
分享或者吐槽的，
烦请联系我们，您也
可拨打本报新闻热
线 021-61933111

（ 10：00-18：00）、或
私信新浪《 青年报》
官博。

》互动

据粗略统计，上海钢琴培训点有近200家。其中，不少存在师资不规范的问题。
本版摄影 记者 吴恺

之一
师资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