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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ano performance is a comprehensive art, and in piano performance, inner hear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erformer. It is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performer before performing,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performer’s analysis, understanding, and 
imagination of the music through inner auditory perception, and then through mental processing, combining the imagined images and 
emotions in their mind with the content expressed in the music, and emitting them through the piano. Inner auditory perception is a 
type of ‘musical imagination’ generated in the bra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er auditory perception can help performers better grasp 
the overall style and emo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music, and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meaning, formation process, and cultivation methods of inner auditory perception in piano performance, hoping to provide some help 
and reference for piano enthusi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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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琴演奏是一门综合性艺术，而在钢琴演奏中，内心听觉对演奏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演奏者在进行演奏前的一个心
理过程，其主要表现为演奏者通过内心听觉对乐曲的分析、理解与想象，然后经过思维加工，把脑海中所设想的形象、感
情与乐曲所表达的内容结合起来，并通过钢琴发出。内心听觉是由大脑中所产生的一种“音乐想象”。内心听觉的培养能
够帮助演奏者更好地把握乐曲的整体风格与情感内涵，提高演奏水平。论文通过对钢琴演奏中内心听觉的含义、形成过程
及培养途径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希望能够为广大钢琴爱好者提供一定的帮助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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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演奏过程中，演奏者如果没有对乐曲进行深入分析，

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乐曲的风格，也就无法更好地把握作品

的情感内涵。如果演奏者能够做到对乐曲的全面分析，就能

够通过内心听觉了解到作曲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而更

好地把握住作品的整体风格。内心听觉对演奏者来说是十分

重要的，因为它是演奏者进行思维加工的重要过程。演奏者

只有在思想上对作品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才能够在

演奏过程中更好地展现出作品的内在情感与内涵。同时，内

心听觉也是演奏者进行乐曲演奏的心理基础。演奏者只有具

备了良好的内心听觉，才能够从内心上深入理解作品中所要

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而在演奏过程中更好地把握乐曲情绪。

2 内心听觉的含义

音乐表演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包括了歌唱、器乐

演奏以及舞蹈等形式，同时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而内心

听觉作为音乐表演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音乐表演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能够帮助演奏者更好地了解乐

曲，让演奏者更好地把握乐曲的整体风格和情感内涵，提高

演奏水平。其次，内心听觉能够帮助演奏者更好地处理音乐

作品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在演奏乐曲时出现困难、

节奏不准确以及旋律不连贯等问题时，演奏者就可以通过内

心听觉来对作品进行重新分析，从而让作品更好地表现出

来。最后，内心听觉能够帮助演奏者对乐曲中的情感进行更

好地处理，让情感融入演奏中去。

3 内心听觉的作用

3.1 提高演奏效率
在钢琴演奏过程中，演奏者需要通过大脑对音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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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和理解，然后再把这种理解与演奏融合起来。但由

于人的大脑容量有限，在音乐表演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记

忆上的错误或遗漏，导致演奏者对乐曲的理解出现偏差。而

内心听觉一方面可以帮助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不出现任何

错误或遗漏，提高演奏效率。另一方面，能够使演奏者更好

地把握作品的风格与情感内涵。在钢琴演奏过程中，演奏者

需要将内心听觉与音乐作品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表现作

品的内涵。例如，在演奏《土耳其进行曲》时，内心听觉可

以帮助演奏者将乐曲中所蕴含的情感与音乐作品相融合，从

而使整个作品更加生动形象。例如在演奏《英雄》时，内心

听觉可以帮助演奏者更好地理解乐曲所要表达的情感与主

题思想。而当音乐作品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时，内心听觉也

能帮助演奏者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3.2 内心听觉对钢琴演奏能力提高作用
在钢琴演奏中，演奏者内心听觉可以帮助演奏者更好

地把握乐曲风格与内容，并对其进行很好地分析、理解与想

象。音乐演奏者只有具备良好地内心听觉能力才能更好地将

乐曲表达出来，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并接受乐曲所要表达出的

内容及情感内涵。因此，在钢琴演奏中，内心听觉对演奏者

来说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它是演奏者在进行钢琴演奏前必

须具备并高度重视起来且需要不断加强和培养起来的一种

能力。内心听觉是演奏者在进行钢琴演奏时所具有或可能具

有很强能力之一，其可以使演奏者在钢琴演奏时更好地把握

乐曲风格与情感内涵等方面，并将其很好地表现出来。

3.3 内心听觉具有强大的记忆功能
在钢琴演奏过程中，由于许多技术问题需要长时间不

间断地进行练习才能逐渐掌握。这就导致演奏者在演奏时常

常会出现心理紧张、情绪紧张等不良情绪，从而使其无法集

中注意力进行演奏。当内心听觉进入到一定阶段时，就可以

帮助演奏者自动控制不良情绪对演奏的影响。例如在演奏

《悲怆》时，内心听觉会让演奏者始终保持一种平静的状态

去进行演奏。当内心听觉处于良好状态时，就能够使演奏者

更加轻松地演奏出这首作品，而当内心听觉出现问题时就需

要加强练习来解决问题。

3.4 帮助演奏者更好地表达情感
情感是音乐作品的灵魂，它不仅能够从情感层面激发

出演奏者的演奏热情，而且还能够有效提升演奏者的音乐表

现力。所以，钢琴演奏者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而

且还要具备良好的内心听觉。只有当内心听觉和演奏技巧都

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够真正实现情感与技巧的完美融合，

从而使音乐作品更具感染力与艺术感染力。内心听觉对钢琴

演奏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帮助演奏者更好

地把握乐曲整体风格，而且还能够帮助演奏者更好地表达出

作品的情感内涵。同时，内心听觉也是钢琴演奏中不可或缺

的一项内容，因为它能够帮助演奏者更好地把握乐曲节奏与

旋律。所以，钢琴演奏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内心听觉这一重要

内容。

3.5 帮助演奏者提高音乐表现力
演奏者在对乐曲进行演奏时，如果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就无法从内心上去理解和感受音乐的内涵，也就无法在演奏

过程中表现出音乐的情感。在钢琴演奏中，演奏者如果能够

通过内心听觉对乐曲进行深入分析，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乐曲

的情感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创作。演奏者只有具

有了良好的内心听觉能力，才能够更好地体会作品的内涵和

情感，才能够在演奏过程中将音乐作品展现得更加完美。通

过内心听觉去感受音乐、理解音乐，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演奏者可以从内心上去感受音乐作品所要表

达的情感和内涵，从而在演奏过程中更好地表达出音乐作品

的内在情感和内涵。同时，演奏者还能够将自己的情感融入

音乐作品中去，增强音乐表现力。

4 内心听觉形成的过程

4.1 音乐感觉的形成阶段
音乐感觉是指听觉器官对声音的感知、辨别以及对音

乐材料的音响结构与音响特征的感知和认识。音乐感觉是一

切音乐学习过程的基础，其包括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听觉器

官对声音的识别；二是听觉器官对声音进行分析、理解与判

断；三是对声音进行再现与表现。因此，演奏者只有具备了

良好的听觉能力，才能在演奏过程中进行内心听觉。

4.2 听觉信息的加工阶段
演奏过程中，演奏者要根据对音乐材料的理解，将其

转化为符合音乐逻辑与旋律线特征的音符。对于钢琴演奏来

说，乐谱上所标写出的音符是以一定顺序排列好的，演奏者

必须通过对乐谱进行仔细地阅读、理解、分析与判断才能获

得乐谱上所规定的音符。在进行钢琴演奏时，演奏者要把演

奏者个人的演奏技巧、风格与情感融入乐曲中去，使之与乐

曲产生共鸣。同时，演奏者还要将自己对于乐曲整体风格与

内容上的理解融入自己对乐谱内容上的认识中去，使之与演

奏时所表达出的情感相统一。

4.3 内心听觉活动阶段
内心听觉是指演奏者在演奏之前对乐谱上所写出音符

进行想象，并通过内心听觉与内心音乐相结合而形成了自己

对音乐形象与情感内容的理解。在进行钢琴演奏时，演奏者

需要调动自己所有器官去感受音乐，去想象乐曲中所表达出

的形象与情感内容。这就需要演奏者具备一定的音乐素养及

良好的音乐想象能力。因此，在演奏前，演奏者要对所要演

奏作品有一个深刻、准确地理解，将乐曲所要表达出的形象

与情感内容传达给听众。

5 培养内心听觉的途径

对于钢琴演奏中内心听觉的培养，我们首先要做的就

是要将演奏者的内心声音与外界声音相互结合。在演奏之

前，演奏者应该积极地参加音乐会或者是观摩音乐会，聆听

音乐会上优秀的演奏家对音乐的理解。与此同时，演奏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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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了解作曲家及其时代背景，认真倾听作曲家本人对于

乐曲的构思以及其内心情感与思想。这样才能帮助演奏者更

好地进行内心听觉的培养，准确把握乐曲的风格及内涵。此

外，在演奏之前，演奏者还需要对所演奏的作品进行反复地

聆听，并做好详细的笔记，把自己所听到的、听到的东西记

录下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掌握乐曲。

5.1 反复地聆听作品
反复聆听作品是培养内心听觉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

提高演奏者对音乐作品理解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日常生活

中，演奏者应该选择一些与自己所演奏的作品风格相符合的

作品进行反复地聆听。当演奏者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时，可

以尝试着将其弹奏出来；如果演奏者对乐曲中所要表现的情

感不理解，可以将其再多听几遍。这样可以帮助演奏者更好

地体会作品所要表现的情感。此外，在反复聆听作品的过程

中，还可以对作品进行深入地分析，了解乐曲中的结构以及

节奏等。通过对这些细节的分析，可以帮助演奏者更好地了

解乐曲，从而对其进行准确地把握。此外，还可以通过反复

聆听来检验自己对于乐曲的理解程度。

5.2 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
知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取的一切信息的总和。丰

富自身的知识储备，有助于演奏者在演奏时将各种信息准确

地、全面地传递给听众，使听众产生共鸣。同时，丰富的知

识储备还有助于演奏者在演奏时更好地将自己的情感融入

乐曲中，从而使得整个演奏过程更加丰富。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通过多看一些音乐方面的书籍、报刊等来不断充实

自身的知识储备。例如，我们可以多看一些音乐理论方面的

书籍，了解有关音乐理论方面的知识；我们还可以多看一些

关于钢琴演奏技巧方面的书籍，了解各种钢琴演奏技巧。此

外，我们还可以多看一些关于钢琴演奏方面的书籍。只有当

演奏者具备了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时，才能够更好地诠释一

部优秀的钢琴作品。

5.3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内心听觉是演奏者在进行钢琴演奏时心理活动过程中

所产生的一种“音乐想象”。这种想象是演奏者对乐曲进行

分析、理解后再加上自己对乐曲进行想象后形成的一种内心

感觉。内心听觉在钢琴演奏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够帮

助演奏者更好地把握乐曲中所表现出的情感内容与形象特

征。因此，演奏者必须有良好的音乐素养及良好地心理素质。 

在进行钢琴演奏过程中，良好的心理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

演奏者在进行钢琴演奏时，必须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并且

在演奏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帮助

演奏者克服紧张、怯场等问题。只有当演奏者具有良好的心

理素质时，才能在演奏时更好地发挥自己，使自己的演奏更

加完美。此外，良好的心理素质还能够帮助演奏者更好地应

对突发事件。例如，在进行一场钢琴比赛时，如果遇到了突

发事件，比如音响设备故障、评委的评判等等，就必须保持

冷静。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演奏者沉着冷静地处

理问题，并且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只有这样才能使

自己的演奏达到完美。

6 结语

钢琴演奏中，演奏者内心听觉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它需要演奏者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同时还需要不断进

行练习。因此，演奏者要在平时加强对音乐的练习，不断提

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同时，在平时要多听音乐会、多看优秀

作品，以培养自己的音乐敏感性，提高内心听觉。同时在

进行钢琴演奏时，演奏者要尽量减少自己内心听觉的干扰，

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加强自身对于乐曲情

感及风格等方面的理解。最后还需要演奏者对自己弹奏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钢琴演奏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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