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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和弦或乐句，一定要专门抽取出来加以练习。第三，
要思于脑，记在心。不加头脑思考的练习对钢琴学习者而
言，开始练习阶段虽然必要，但是到了后期熟悉阶段就需
要对曲目有一定深度的思考；而要想达到心曲合一的效果，
平时对音乐细节和结构必须烂熟于心，才能在大型比赛中
做到不慌不忙。第四，要不断复习，巩固记忆。孔子曾经
说过“温故而知新”，只有对旧有知识反复有规律地进行复
习，进而才能对新学知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样
钢琴演奏也是如此，没有先期的简单钢琴基础练习而一步
到位地练习较难钢琴技巧无非是事倍功半的。

4、积累舞台实践
俗话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没有一定的舞台实践而一味的闭门造车而进行不断练习，
其比赛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只有通过不断地身体力
行地参加演出，通过经验积累才能发现自己的演奏不足和
缺陷，进而分析自己是身体原因或是心理原因或是技术原
因，才能在以后的练习中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加强弥补
不足，从而在练习——演出——针对练习——演出中提高
自己的钢琴演奏能力。

当然 ，舞台演奏阶段的协调掌控也是必不可少的。第
一，要求演奏者做到排除杂念全心投入 ：全神贯注地集中
在演奏者所要弹奏的钢琴曲目上，以便转移注意力，使心
理紧张感慢慢淡化进而消失 ；第二，合理掌控节奏调整呼

吸 ：紧张不是随时随地发生的，而是在遇到场面陌生的环
境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导致呼吸倍感急促，自己本人一时
控制不了演奏速度，进而演奏过程中内心充满激动情绪。
这时就要采取适当办法调整自己的呼吸，以便达到自我呼
吸与音乐演奏节奏共鸣，使呼吸渐渐趋向自然和发自内心。
第三，协调动作从容应变 ：演奏者对自己的演奏姿势和演
奏状态及身体语言一定要与钢琴作品所需结合，不能为了
吸引观众而做一些夸大和华而不实的肢体动作，以防适得
其反的效果。对于出现忘谱等情急过程，一定要克制自己
的举动行为，要继续保持镇定自若的态度进行演奏。第四，
坚定信念保证完整。另外，需要做到临场阶段的心理调整，
通过积极的自我暗示法和调整呼吸法及沉思联想法来培养
自己的心理调控能力。

5、结论：
只要演奏者平时很好注意并做好心理调控和演奏技巧

的锻炼及其他影响因素的控制，钢琴演奏就会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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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献给孩子们》对儿童钢琴教学的启示
■文/贾蜜蜜

【摘要】《献给孩子们》是匈牙利作曲家、
音乐教育家巴托克创作的钢琴小曲集，共 78 首
钢琴小曲。这部钢琴曲集运用西方现代和声写
作技法，融合匈牙利的音乐文化，在弹奏技巧、
兴趣培养上注重孩子的发展特点，特别适合初
学钢琴的孩子弹奏，是一部很值得我们借鉴学
习的优秀钢琴曲集。本文立足于我国儿童钢琴
教学现状，借鉴巴托克的《献给孩子们》的创
作技法和深层音乐内涵，研究其音乐教学价值，
力求对我国的儿童钢琴教学中音乐“母语”意
识的培养提出自己的粗拙之见。

【关键词】巴托克；《献给孩子们》；儿童钢
琴教学

作为现代音乐创立者之一的巴托克，是匈牙利作曲

家、民俗学家、音乐教育家，对二十世纪的匈牙利音乐做

出了伟大的贡献。《献给孩子们》创作于 1908 至 1909 年，

这部钢琴作品集是为儿童创作的，以匈牙利民歌为基础，

融合了现代和声创作技法，是民族化、现代化紧密结合的

儿童钢琴教材的“圣经”。这 78 首钢琴小曲结构精致、音

乐生动，在调式、节奏、复调等方面展示了二十世纪上半

叶的匈牙利及斯洛伐克各民族的音乐风格。其创作技法不

仅建立在钢琴初学者的基础上，使儿童易于接受和学习，

而且融合了民间音乐的精髓，其民族文化和钢琴技巧在琴

童的潜移默化中逐渐形成并逐步升华。巴托克的民族教学

方法和观念，对我国的儿童钢琴教学起到积极地影响。

一、《献给孩子们》音乐分析
（一）民族性

巴托克《献给孩子们》中很多主题元素是建立在民间

音乐的基础之上。在一些表现音乐的写作手法上，比如民

族调式的特点、和声语言等方面，也运用了匈牙利古老的

民间音乐素材。第一，民族调式的运用。《献给孩子们》以

匈牙利民间调式为基础，所体现的织体内涵与传统的大小

调不一样。第二，速度上不受束缚的奔放风格。在《献给

孩子们》中，巴托克运用速度的变化来诠释民歌的自由风

格。使速度具有自由奔放的特点，与匈牙利古老的民族性

格相融合。第三，新奇的和声语言。他借鉴吸收印象主义

的四五度和弦叠置，创作出与众不同的和声效果，并不断

探索，创作出更适合表现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和声语言。

（二）现代性

现代性表现为双调性与多调性的叠置运用。包括综合

性和多重性。调式的综合性，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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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调式的运用，表现在音乐作品横向上的综合运动——

即旋律形态。调式的多重性，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或

不同类调式在音乐作品纵向上的叠置——表现为和声形

态。如第 27 首 ：

这是第 27 首的一部分，主题为 D 大调，全曲结构为：

引子    A    连接    A     连接       A    尾声

4     12     4     13    2（1）     15     4

主题第一次呈现时和声配置比较单纯，只用主和弦与

属和弦，在主题的第 8、9 小节的地方配以属和弦，经过 4

小节平稳的音型（主和弦）引出了主题的第二次呈现，开

始时仍是 D 大调，但自第 5 小节后开始连续使用小和弦，

果然，在发展了一个小节后，终止和弦落在 b 小调的主和

弦上，随后当主题第三次呈现时出现了双重调式的现象，

右手旋律是 D 大调、左手音型是 b 小调，接着左手连续 5

小节使用 D 和声大调的下属和弦，在发展到小属和弦后使

用了传统的终止形，在强烈的似鼓声般的声响中结束。

巴托克认为，作为作曲家，要把民间音乐的精髓转化

为自己的音乐，把农民演唱民间音乐时的气氛运用到自己

创作的音乐中来。所以，要想真正把握民间音乐的本质，

仅仅在艺术音乐中模仿民间音乐的动机是远远不够的，要

结合创新的作曲技法，把蕴含在民间音乐的内在底蕴充分

表现出来。

二、我国儿童钢琴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钢琴普及，琴童增加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追求艺术的思想不断提高，钢

琴的学习已经成为为大众所接受的学习艺术的途径。如今

的“钢琴热”说明学琴的孩子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得到家

长的认同。学琴可以让孩子们获得音乐的鉴赏力，培养高

尚的情操，促进其音乐文化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 我国的教

育工作者提倡素质教育，而音乐的学习对于儿童的个性发

展有积极作用。

（二）教材缺乏民族和现代元素

无论业余钢琴教育还是专业钢琴教育，其基本的教

学模式大同小异。现在社会普遍使用的初级教材多以《约

翰 . 汤普森》、《拜厄钢琴教程》、《车尔尼练习曲》等外国

作品，采用中国钢琴作品进行教学的教材寥寥无几。要在

孩子弹奏的钢琴作品中加入现代音乐元素，在民族音乐的

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出如同巴托克的《献给孩子们》一

样优秀的作品，让孩子在不知不觉的学习中掌握民族音乐

文化和当代音乐发展技术。

三、《献给孩子们》对儿童钢琴教学的启示

（一）音乐教育家应关注民族音乐和孩子们

近些年来，我国的钢琴教育家和作曲家也逐渐关注民

族音乐。众多的儿童钢琴作品中不乏一些优秀之作，如《幼

儿钢琴教程》、《幼儿钢琴启蒙教程》、《初级钢琴曲集》等等。

这些钢琴改编曲旋律或优美抒情或轻松活泼，便于儿童接

受和弹奏，使学生在钢琴学习的初级阶段就接触到以民族

音乐为主的中国钢琴作品。这些教材的使用都表明我国的

钢琴教育家为民族音乐付出的努力。同时要多了解孩子们，

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对民族音乐的接受能力和反应，这样才

会更好的促进儿童钢琴音乐创作。

（二）构建民族音乐教学体系

在学琴的初始阶段，琴童就应该由浅入深的弹一些中

国钢琴作品，从音乐风格和演奏技巧上感受我国钢琴音乐

的艺术魅力，构建民族音乐教学体系，传承优秀的民族文

化。我们可以对这些现有的民族钢琴曲目进行全面细致的

梳理，然后选取其中优秀的作品作为教材。在此基础上，

结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创作和改编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

代精神的钢琴曲目，编配成适合儿童弹奏的钢琴曲，构建

民族音乐教学体系，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到我国传统音乐

的精华。

（三）钢琴教师应注重民族化教学

作为音乐教育的启蒙者，钢琴教师自身的音乐素养决

定其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老师对民族音乐的态度直接影响

学生的价值观，所以，钢琴教师在教授钢琴演奏技巧的同

时要对学生多学习民族音乐的精髓，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足

够的音乐资源和学生分享，自身要充分掌握民族音乐的知

识。我们期待一套多方位、多层次的音乐师资培训体系早

日建立，使儿童钢琴教学得到完善发展。

巴托克的创作与我们改革与发展浪潮中坚持我国音乐

的民族性相符，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未来的创作参

考价值，对中国作曲家群体而言更是富有借鉴作用。民族

音乐与现代音乐的真正融合只能在更深的意义上产生，这

就要求我们对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要有透彻认识。巴托克

的《献给孩子们》在促进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结合过程中

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对我国儿童钢琴教学有很好的借

鉴作用，理应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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