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高校钢琴课基本功训练的方法和途径

对于高校音乐艺术类专业的学生而言，钢琴是她们重
要的学习内容，而扎实的基本功是弹奏任何一首钢琴作品
坚实的后盾。基本功对音乐的领悟力与一个人在音乐方面
的天赋有关，基本功则也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得以提高并
加以巩固的，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训练和提高。

一、引导学生正确精心研读乐谱

正确掌握乐谱是弹好一曲作品的基础，精心研读乐谱
使我们深入地理解作曲家特有的音乐语言，从而对作品作
出正确的解释。读谱有两层意思：第一，必须严格遵循作家

写在乐谱上的一切标记；第二，透过这些标记，去领会作曲
家每个音符更深刻的涵义。大多数学生视觉经验多于弹奏
经验，分析能力高于实际操作能力。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
优势，打开乐谱，不要急于演奏，而应细看一遍，边看边记
忆，集中精力注意容易错的地方，让视觉的记忆正确、鲜明，
使其发挥作用。那么应该怎样读谱呢?首先应集中精力注
意容易错的地方，如：调号、节奏出现变化处，音区出现变化

处，旋律线上每个音的实质、触键、力度等表情记号，都是决
定曲子风格和性质的要素，也是弹奏时容易被忽视的。临
时变化音与还原记号这方面失误最多，还要认真仔细地看

位于伴奏声部的音和段落之间的休止符。其次是分析曲式
结构，只有把作品的曲式结构分析清楚，才能弄清作品的来
龙去脉，把作品的演奏组织在一个有逻辑性的整体之中，才
能在理性和感性高度结合的基础上，塑造出丰满的音乐形
象来。所以引导学生精心研读乐谱是掌握作品风格的重要
途径，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思维能力和表现能力。

二、掌握正确的弹奏方法是钢琴演奏的命脉

初学钢琴的阶段是重要的基础阶段，此时的弹奏方法
和习惯将会影响到整个学习过程。弹奏时的坐姿非常重
要，因为正确的重心位置可以使身体、手臂活动自如，适当

地调整坐位高低与远近，使弹奏者便于在弹奏时把手臂的
重量送到指尖。调整坐姿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调整坐位与钢琴的距离。上身坐直用双臂轻轻提起
双手置于键盘之上。这时如果肩肘部正好在胸前方一点，
上臂与前臂形成一个略微大于90度的钝角，坐位与琴键的

距离就基本合适了。
2．找到整个键盘的中间点。有钥匙孔的钢琴，钥匙孔

就是中间。没钥匙孔的，将双脚直对两个踏板，就坐在正
中了。

3．调整坐位的高低。上身坐直，双手置于键盘之上，如
果肘部略微高于键盘的平面，坐位的高低大致就合适了。

对钢琴初学者，强调培养一种正确的手型，是为适应钢
琴琴键的排列结构和弹奏技巧，让手指最有效、最舒服地运

动。我们把这样一种弹奏状态叫做基本手型。手型的基本
要点包括：

1．手指自然弯曲，同手掌一起构成一个半圆形，呈空握
球状。

2，掌骨关节及所有手指关节都应凸起，应避免手指第
一关节和第三关节塌陷。

3．手指应自然分开，原则上刚好一个指头对准一个
琴键。

4．整只手(从整个前臂到手)应以水平位置正摆在琴键
上，与琴键排列平行，大指应放在琴键上面。手指触键的基
本位置应取在白键与黑键距离的约二分之一处，黑键触键
应弹在键前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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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正确的指法进行练习和强调慢练的重要性
首先要求学生严格、认真地按谱上已标明的指法进行

练习，这些小小的数字里体现着指法的基本规律，蕴含着深

刻的科学道理，是历代钢琴家们创造性的劳动结晶。教师
在教学时一定要不厌其烦地纠正学生错误、随意的指法，最
好在布置新作业时就指明指法重点。弹奏经验少的学生，
要有意识地注意自己反应慢的弱点，除了留出思考的时间
外，更要为弹奏动作留有时间余地。慢练经常是解决难点

的有力措施，也是快速弹奏的基础。对困难的片断，应及早
用集中的时间反复训练，千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不少学
生练琴时总从乐曲的开头弹起，一遍一遍顺序往下，随着失
败次数的增多，情绪愈加烦燥，练习效果不佳。功到自然
成，坚持用正确的慢弹反复练习，慢练阶段就是克服困难的
时期。

有经验的教师应帮助学生找出困难的片断，限定练习
速度，要求他们反复慢练。一首乐曲熟练以后，还要不时地

对着乐谱慢弹一遍，这时起的是放大镜和慢镜头的作用，既
能强化正确的习惯，又能获得新的启迪，使演奏质量更趋
完善。

四、要求学生多分声部练习

钢琴是件多声部的乐器，其表现力非常丰实，相当于一
个乐队的效果，所以分部练习是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方
法，它是准确弹奏的基础，训练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必须让每个声部都听清楚，包括每个声部的进行、和
弦的第三个音以及旋律的伴奏，都要力求清晰。

2．“主次要分明”，应准确定位各声部。旋律是最重要

的声部；其次是低音，它深厚，有自己的线条；
3．音色要有区别。根据各声部不同的性质与地位，除

了要有强弱差别外，还必须有音色上的差别。如最常见的

抒情性旋律及和声伴奏，就一定要把旋律弹得如歌，低音音
色浓厚，而中声部的和声一般较柔和，且清晰、有起伏，能为
旋律起衬托作用。

五、多重视学生的听觉训练和音乐欣赏能力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为了帮助学生的弹奏尽快达到理

想境地，首先对听觉的训练要贯穿始终。应培养他们良好
的练琴状态和习惯。发音前一定要先对声音有所想象，再

用此标准去检验真实的发音。声音大小的区别是容易的，
但声音的优劣、音色的变化，则需要学生用经过训练的耳朵
仔细鉴别，并找到它们与弹奏法之间的关系。

此外，教师还应该让学生多欣赏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

不局限于听钢琴音乐，还应包括优秀的声乐、器乐作品，并
对歌剧、交响乐等音乐形式有所了解。从广博的音乐世界
里汲取营养、开阔视野、提高素养，这样才能增强对音乐的
感受力。

总之，基本功训练对钢琴演奏者特别是初学者尤为重
要，这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养成良好的学习和体验音乐的习

惯，影响着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和体验音乐的深度，甚至影响
到他们音乐生涯的发展。钢琴技术中最根本最基础的技术
是手指能力的技术，也是最常用和多用的技术，所以我们要
打好学生钢琴演奏的基础，练好基本功，从而真正提高学生
钢琴演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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