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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一对一钢琴教学中，钢琴教师大多比较注重基

本功的训练。然而在钢琴集体课中，大部分钢琴教师几乎抛

弃了基本练习，也不关注学生钢琴学习的过程，只在意学生

是否能完成作品。在这种意识导向与考核要求的情况下，学

生在完成钢琴集体课学习之后，效果往往是既没有保留一首

成熟的钢琴作品，也不知道应该如何独立而有效地学习一首

钢琴作品。

笔者针对以上钢琴集体课教学中的问题，对钢琴集体课

中的入门教学进行研究，根据自身的教学经历与经验提出一

些个人建议与方法，以供参考。

高职院校中钢琴集体课的授课对象通常是没有学习过钢

琴，或者是在艺术高考前临时学习钢琴的学生，他们对于钢

琴这件乐器，对于五线谱的认谱，钢琴弹奏的基本要求大多

数情况下一无所知 [1]。在这种的情况下，笔者在教学过程中

强调钢琴集体课入门教学，即第一学期钢琴集体课的教学。

正如普通话需要学习拼音，汉字书写需要学会点、横、竖、

撇、捺、提、折、钩的永字八法一样，钢琴的学习同样也需

要程序与过程。这些基本内容应在入门教学中进行重点讲授

并尽量使学生全部掌握，这样才能让学生在钢琴集体课中掌

握钢琴学习的基本内容以及学习方法，更有效地学习以及独

立完成钢琴作品。甚至可以为其他科目的学习以及就业奠定

基础。

高职院校的钢琴集体课因学制、课程量等因素的限制，

无法像“一对一”的个别化课程一样，对每一个练习的细节

都有极高的要求，但教师要以学生的长远发展为原则，在上

课时需要将相关内容整体向学生进行分解说明，让学生在学

习与练习中逐步体会每一个部分的目标以及练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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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集体课入门教学总体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

是“弹”的部分，第二个是“读”的部分。

“弹”的部分主要由弹奏的动作（姿势）与发出的声音

等内容组成。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使学生了解钢琴弹奏的基本姿势，为

具备钢琴弹奏能力打下基础 [2]。这一部分的学习与学习声乐

前要了解声音发声的原理以及练声训练是相似的。

第一步：坐姿与手型

一个良好的坐姿从人体的角度来说，有利于身体形态的

塑造。从钢琴学习的角度来说，有利于钢琴弹奏的力量调动

以及整体的协调。

坐姿中要注意保持背直、身正、肩平、头立、两腿九十

度弯曲，保持与肩同宽，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坐在琴凳的

二分之一处，帮助身体的移动与平衡。

双臂是弹奏动作最积极的部分，手掌与手指在琴键上的

摆放形态以自然为主，与自然垂落于大腿两侧的双手摆放弧

形形态大致相同，大臂与小臂之间形成一个钝角，平稳地落

在键盘上，摆放在键盘的三分之一处。

在入门钢琴学习的过程中，要强调身体的形态，正确的

坐姿与手型状态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地掌握弹奏的感觉和力量

的使用。

该练习可以单独训练，重点放在姿势的习惯上，形成一

个姿势的定势。

第二步：手指弹奏键盘的基本动作

当坐姿与手型的摆放形成惯性后，逐步将训练的重点放

在手指键盘的弹奏上。手指弹奏键盘的基本方向是从上到下，

动作是循环的过程，即预备—击键—预备—击键的循环。预

备动作时，手指停留在键盘正上方大约 1cm处。击键时，依

靠下落的力量将键盘推至键底发出声音。预备和击键两个动

作环节中，只需要前三个关节的参与。在初始练习弹奏动作时，

以动作的外观完成情况为主，可以先忽略关注动作发出的音量

与质量，此练习是以各个关节具备独立意识、强化力量为目标。

在关节肌肉有了一定力量之后，教学的重点进入声音发

出的质量上。钢琴的发声是通过手指击键使小锤击打钢琴琴

弦而实现的。击键的速度、力度、深度、角度都会改变弹奏

出来的音量、音色以及听觉感受。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同

奏法的传授，通过学生的练习，提高手指对不同方式击键的

反应，同时提高对不同音响效果的听觉辨别能力，提升学生

对音乐、对声音差别反应的敏锐程度。

在教学中，笔者是以断奏—连奏—跳奏的顺序进行说明，

让学生通过不同的击键与离键速度的训练，感受不同的声音效果。

第一步：断奏

断奏是一种音与音之间有间隙、有时间间隔的弹奏方式，

通常会作为初始的弹奏方式进行练习。普通的预备—击键—

预备—击键的方式，弹奏出来的效果就是断奏，它是一种中

速的击键离键方式。它的特点是两音之间没有直接的传递关

系。练习时要注意手指击键速度、深度、力度、角度的一致性，

同时也要保持击键时音值的统一性。

第二步：连奏

连奏是一种音与音之间没有一点空隙，相互连接又不相

互重叠的一种奏法，连奏的击键速度为中速，离键较慢，前

一个音的离键的时机取决于下一个击键的时间。它的特点是

两音之间有直接的传递关系。练习时需要关注音与音之间的

无缝连接，也需要注意弹奏的传递过程中速度、深度、力度

的一致性，而角度则需要根据重心移动的方向进行调整。

第三步：跳奏

跳奏从某种程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断奏的一种形式，

基本的要求是相似的，都包括预备—击键的过程，不同的是，

击键与离键的速度更快，并且从击键到下一个预备的空隙更

小，几乎同步。练习时需注意的内容与断奏相同。

三种弹奏的方式可以使用 DO、RE、MI、FA、SOL的

五音位置进行训练，也可以使用肖邦位置 MI、#FA、#SOL、

#LA、DO的位置练习，关键是需要弹奏出不同的声音效果，

以及提升对不同方式击键、离键发出声音所产生的感受，如

击键、离键速度越快，音乐的紧张度越高。

在“弹”的步骤进行的同时就可以进行“读”的部分的

练习。“读”的部分主要包括钢琴作品音高—节奏—指法阅

读与结构阅读。

第一步：节奏—音高—指法阅读

根据上课的反馈情况来看，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学

生大部分有五线谱读谱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

读谱的速度上，一个是在读谱的细致度上。教学中，笔者按

照节奏—音高—指法的顺序让学生多次读谱，通过这种方式

逐步解决学生在读谱上的问题。

笔者在教学中让学生首先识别节奏型，在节奏型的基础

上添加音高，最后在音高的基础上添加指法，按照这样的顺

序进行。就如同文章阅读一样，先大致了解主干，再进行具

体内容阅读，最后补充细节。这样的读谱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

并保证节奏认谱的准确性。

第二步：作品结构阅读

在整体乐谱阅读之后，需要对作品结构进行分解。

钢琴作品结构阅读是较有难度又非常有必要的部分。通

过音乐的常识与音乐的听觉感受，按照音乐的逻辑将乐句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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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使作品的乐句从整个乐谱中被清晰地分解开来 [3]。起始

阶段的练习通常会选择结构规整、作品长度较短、节奏较为

简单的乐谱，以培养学生有序、良好的读谱习惯，为视奏能

力的培养打下基础。

整个教学的过程是有程序的，从“弹”与“读”两个方

面按步骤进行顺序化的练习与强化，在每个具体环节中也是

有步骤的，通过各环节的分解与说明，使学生较清晰地掌握

每一个流程与练习步骤，进而快速掌握和提升，为后续的钢

琴以及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程序化的入门教学，学生能够进行统一的训练。学

生能够在每一个环节练习的过程中有条理地推进学习的进度，

养成较好的弹奏习惯，规避了陷入错误—改错的无效学习

循环 [4]。

有些学生通过程序化方式的学习，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

积极加强基本功与顺序化读谱习惯的训练，由此缩短了作品

完成的时间，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完成作品 [5]。

当然，钢琴集体课程序化的教学较适用于基础较差或零

基础的学生群体，而对于有较好基础的学生，程序化的方式

会过于死板，并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反感，对于这类学生需

要更灵活的教学方式。

论文通过对高职院校钢琴集体课程序化入门教学的概

念、步骤、内容等方面进行论述，重点从“弹”与“读”两

个部分进行说明，希望能够给相关课程的老师提供一些有效

信息，同时也希望有更多高职院校钢琴集体课的方式与方法

的呈现，使高职院校的钢琴集体课程能够帮助学生的钢琴学

习，让学生能够更好就业，同时将钢琴基本知识更科学有效

地传递给新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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