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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研究能力。



前  言

钢琴教学是整个音乐教育系统中重要的基础学科，是指在专业教师的指

导下，学生规律、科学地弹奏钢琴练习曲、钢琴乐曲等钢琴作品，从而达到

提升钢琴弹奏能力和演奏技巧的学习目的。将多元化教学模式有效应用于钢

琴教学活动中，不仅是一次全新的教学改革尝试，而且能够改变目前单一的

教学模式，对钢琴教学的发展和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

育和全面发展的前提之下，钢琴教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长期以来，

钢琴教学大多采用一对一的个别授课模式，旨在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有效

提升教学水平，这种授课模式也取决于钢琴教学的课程特点。随着钢琴艺术

的逐渐推广，选择学习钢琴课程的学生也随之增多，这种单一化教学模式的

弊端充分显现出来，给钢琴教学水平和学生演奏技能的提升带来消极      影响。

现代钢琴教学是音乐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钢琴教学问题的研究，

对整个音乐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钢琴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音乐

文化修养，培养学生丰富的音乐情感，有利于钢琴教学的深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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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进行改革，有利于促进现代音乐教学的总体发展。

目前在我国专业的音乐教育院校已经形成了结构完善、特色鲜明、教学

设施齐全的钢琴教学体系。国内许多知名的专业音乐教育院校都在不断更新

教学观念，改善教学模式，为钢琴文化的推广和钢琴教学的发展做出重要的

贡献。为有效提高钢琴专业学生的演奏水平和钢琴教学的质量，专业音乐教

育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教学尝试。许多学校通过制定钢琴教学各

阶段的技术和艺术标准、实行师生双向选择制度、合理规划考试模式等方法

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同时注重中国优秀钢琴作品的演奏和教学，积极促进

我国钢琴作品和钢琴文化的弘扬和推广。

贝多芬曾说：“音乐不在谱子上，而在谱子内。”意思是说，我们在学

习钢琴作品时，必须对作品的各方面进行分析，如从作品的时期、风格、结

构要素等方面进行考虑，获得对作品内在的把握，这便需要借助于一个感受

与音响的艺术空间，运用音乐基本理论中的和声理论对其进行艺术实践。“一

首优秀的钢琴作品必是和声理论运用艺术实践的典范。”

在传统的钢琴教学模式中，教师更为注重对学生弹奏力度、速度和表现

力的锻炼，忽略了培养学生对钢琴作品艺术内涵的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应

用多元化教学模式使学生在理解钢琴作品内涵的基础上进行演奏，才能够充

分发挥演奏技能，表现钢琴作品的艺术内涵，使演奏更具表现力。对钢琴作

品的弹奏是进行二次创作的过程，通过分析和理解作品，在原作品的基础上

表达出自己的艺术感觉。在钢琴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分析

作品的音乐速度、音乐形式、音乐情绪加深对钢琴作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

之上表达出个人的艺术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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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外文名为“Piano”，它的全名应“Pianoforte”，意为“弱强”。

由于这件乐器既能发出弱音，又能发出强音，才有了这样一个极为形象的名

字。后来，也许是为了称呼上的方便，人们将表示强音的“ofrte”略去，只

保留表示弱音的“Piano”，并沿用至今。钢琴的前身是拨弦古钢琴，也称

作羽管琴键。它与钢琴的内部原理大致相同，都是在琴体内部装有音板和许

多拉紧的琴弦。不同的是钢琴的弦槌击弦发音，拨弦古钢琴用羽管制的拨子

拨弦发音。

此外，还有一与它们同一血统的键盘乐器——击弦古钢琴，它同样是一

种装有击弦装置的乐器，用铜制的琴槌击弦发音；它的应用范围不如拨弦古

钢琴广泛，主要被当时的贵族家庭用于演奏。17 世纪到 18 世纪间，拨弦古

钢琴在当时的音乐生活中有着相当显赫的地位，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它的全盛

时代。至 18 世纪初，欧洲大陆音乐迅速发展，音量弱小的拨弦古钢琴己不

能满足当时音乐家们的需要，因而逐渐被音量洪亮的钢琴所取代。

真正意义上的钢琴发明者是巴尔托洛奥·克里斯托福里，他是意大利佛

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一位乐器制作师。1709 年，他以拨弦古钢琴为原形，制

作出一架被称为具有“强弱音变化的古钢琴”。他在钢琴上采用了以弦槌击

弦发音的机械装置，代替了过去拨弦古钢琴用动物羽管拨动琴弦发音的机械

装置，从而使琴声更富有表现力，音响层次更丰富，并能通过手指键来直接

控制声音的变化。在克里斯福里的第一架钢琴出现后的一百年里，拨弦古钢

琴仍为人们所应用，但更多地是为演奏特定作品而使用，故以弦槌代替拨弦

发音就成为当时键盘乐器的主要特征，亦是钢琴的标志与象征。1709 年后，

克里斯托福里又进一步改革了原来击弦机的结构，他在这部机械中安装了一

种与现代击弦机的复震杠杆系统近乎一致的起动杠杆，使击弦速度比原来加

快了 10 倍，而且可以快速连续弹奏，音域也增加为 4 组，可说这就是现代

钢琴的雏形。他的这一发明为以后的钢琴制作师们打开了通往成功之路的大

门。但遗憾的是，克里斯托福里的发明并没有得到他的意大利同行们及当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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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家们的关注，但在异乡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钢琴虽诞生在意大利，却在德奥和英国得以发展成长。至 18 世纪中叶，

人们对钢琴的制作工艺实行革新，以使其演奏性能日益完善。这一时期，西

尔伯曼及其子弟在钢琴的变革中起着主导作用。西尔伯曼的名徒被称为“十二

弟子”，他们分别制造出两种不同风格的钢琴，即“维也纳式击弦机钢琴”

和“英国式击弦机钢琴”。它们具有不同的机械性能和不同的音响效果，由

此形成两大不同的钢琴制作流派。这两种流派，也对当时的音乐家们产生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

莫扎特和克莱门蒂当时是名声显赫的钢琴演奏家，由于他们演奏风格不

同，分别使用结构各异的维也纳式和英国式钢琴。1789 年 1 月，莫扎特和克

莱门蒂在维也纳奥国国王的王宫里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钢琴演奏比赛，成为

轰动一时的大事，这次比赛对提高钢琴在诸乐器中的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钢琴在它诞生的头一个世纪中经历多次改良。虽然开始它被形容为锅炉

工制造出的粗陋机械，少有优雅之色，在表现细腻的情感上逊于拨弦古钢琴

和击弦古钢琴。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音乐由巴洛克风格向古典主义演变，声

音尖锐、古板、缺乏生机的拨弦古钢琴被音响丰富、细腻、洪亮的钢琴所替代。

到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钢琴己登上“乐器之王”的宝座。钢琴是一

种源自西方的乐器，现代钢琴诞生于 18 世纪早期，但是钢琴教学的经验则

可以追溯到之前的巴洛克时期甚至更早的中世纪末期，因为在那一阶段，作

为古典键盘乐器的管风琴和古钢琴的教学已经为现代钢琴的教学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但是要说真正意义上的钢琴教材的研究，应当把巴洛克后期的巴赫

作为研究的起点，因为巴赫时期对于十二平均律的确立，统一和完善了键盘

结构和键盘记谱法，从而为钢琴教材教法的统一和规范奠定了基础。巴赫还

是钢琴教育史上系统编订教材曲目的第一人，在 1720 年前后，巴赫编订了

一套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钢琴训练曲集，而他所编订的键盘复调教材系

列包括了由浅入深的各级程度的训练曲目，其地位更加重要，时至今日，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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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钢琴教材中不可替代的经典教材。在巴赫之后，19 世纪的车尔尼也编

订了系统的钢琴教材系列，在钢琴教育史上同样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从大的年代来说，巴洛克后期到古典主义时期应该是钢琴艺术蓬勃发展

的时期，而在随后的浪漫主义时期，则达到了钢琴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在

这一段时间，诞生了大量的钢琴作品，许多作曲家和钢琴教师们都为钢琴教

学创作过教材曲目，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钢琴作品构成了以后钢琴教材曲目

当中的主流部分。

在钢琴教材中，钢琴教学曲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训练钢琴技术

为目的的练习曲，这类作品的作者多为作曲家兼钢琴教师，一般每一首作品

都会针对某一特定技术的训练，通常命名为“练习曲”和“前奏曲”，例如

巴赫所作的一些前奏曲和车尔尼的练习曲集就属于这类作品。除此之外，也

有许多集艺术性和技巧性于一身的钢琴练习曲佳作，比如萧邦、李斯特、斯

克里亚宾、拉赫马尼诺夫以及德彪西等人的许多作品，都是既具有很高的艺

术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技巧训练功能。第二类作品是以表现音乐内容为宗旨

而创作的艺术类钢琴曲，这类作品体裁多样，种类繁多，包括了除练习曲之

外的各种风格和体裁，作品数量数不胜数，在钢琴教材中收录的此类作品也

不在少数，但一般也都是兼顾艺术审美性和技巧训练价值，比如常见的有巴

赫、亨德尔、斯卡拉蒂等人的复调钢琴曲；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杜赛克

和克莱门蒂等人的古典钢琴奏鸣曲和变奏曲；萧邦、舒曼、舒伯特、李斯特

以及孟德尔松等人的浪漫主义特性钢琴曲，还有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拉威

尔、拉赫玛尼诺夫等的作品，这些大师的优秀作品，都成为钢琴教材中的经

典之作。

钢琴教学是技能技巧的实践性学习，只有钢琴教学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才能演奏出优美动听的旋律，因此我们要有意识的把音乐理论教育运用到钢

琴技能训练和演奏中来。

钢琴教学要求学生具备高雅的艺术修养，包括丰富的艺术情感、高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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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领悟能力、正确的艺术鉴赏能力、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等，而音乐理论

教育则是培养学生音乐素养和艺术品质的重要途径。中国钢琴音乐自发展开

始，就受到西方作曲理论和教学体系的影响。理论是实践的指导和依据，学

生只有具备了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和艺术修养，才能在钢琴技能实践中熟练

地运用知识，创造出高端的艺术作品。钢琴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钢琴

演奏、钢琴伴奏或即兴演奏均是基础知识运用的具体体现，学生只有不断地

进行技能训练，才能巩固理论知识，在学习中发现新知识，拓宽艺术知识面，

而发现新知识和升华艺术修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创新能力，为学生后

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改革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艺术品质追求水平的不断

提高，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熟练专业技能的复合型艺术人才逐渐成为高

校音乐专业的教学重任。因此音乐理论教育和钢琴技能培养是相辅相成、必

不可少的教学内容，只有两者充分结合才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实现高校音

乐教育的教学目标，为社会输送高端的复合型艺术人才。

钢琴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单方面的技术和对曲目情感处理上的

问题。钢琴曲目本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教育素材，它包含几乎所有的关于音

乐的知识，而钢琴的教育仅仅依靠“手指的运动”是不完整的。从古至今但

凡伟大的钢琴家，如Ｄ．斯卡拉蒂、肖邦、李斯特等，他们除了高超的钢琴

技术外，更拥有丰富的音乐素养。而单从目前的钢琴教育过程来看，培养出

来的往往是“手指运动家”，而绝不是钢琴家。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之下，学

生学到的知识是怎样运动手指而不是运动大脑，因而理论教育与钢琴教学课

程的结合势在必行。

理论教育和钢琴教学并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二者是互补互利且统一的。

和声学老师，视唱练耳老师，乐理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用钢琴给

学生做示范性演奏，通过示范来形象地传授相关的知识，这种传授的方式是

多年音乐教育工作者总结的经验。然而，钢琴课上，这种示范并不仅仅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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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进行示范、学生作为听众，而是学生亲身演奏，如果老师在示范过程中，

同时对学生进行理论的传授，那无论是从学生的可接受度上，还是在传授效

率上都会更好。

当代教育的目的从培养单一化人才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发展，教师的能力

也必须多方面发展。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教师也有新的要求，各行各业都

需求复合型高素质的人才，教师作业也不例外。在钢琴教学中除了进行技术

以及情感的教导外，理论教育和钢琴教育相结合的趋势将会成为以后钢琴教

育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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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钢琴教学概述

第一节  钢琴演奏及作品风格的演变

钢琴，人称“乐器之王”。为什么这么说？其一，钢琴是唯一可以与

整个交响乐团相抗衡的独奏乐器；其二，钢琴的音域包含了交响乐团由最低

音到最高音的全部音域；其三，音乐会用的九尺大三角演奏琴可以发出类似

交响乐队合奏时的光辉、嘹亮、雄浑的音响；其四，钢琴能同时奏出十余音

的和弦以及四声部以上的复调。钢琴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在乐器中的特殊 

地位。

从键盘乐器发展的历史来说，现代钢琴是由钢琴的前身——以拨弦发音

的大键琴，又称拨弦古钢琴或羽管键琴（Harpsichord）和以撞弦发音的小键

琴又称击弦古钢琴或古钢琴 (Clavichord) 演进而成的。从 16 世纪末开始，大

键琴和古钢琴这两种键盘乐器逐渐盛行起来，直到 18 世纪末，才被钢琴取

而代之。从那时起直至现在，钢琴艺术已经发展了 300 多年。

谈到钢琴艺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各种浩如烟海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

作为一位成熟专业的钢琴演奏家，准确地掌握和理解各个时代不同的作品风

格尤为重要。按照年代来看，钢琴艺术发展通常分为：17 世纪巴洛克时期、

18 世纪古典主义时期、19 世纪浪漫主义时期、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印象

主义时期以及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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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琴演奏风格的演变

（一）巴洛克风格 (1600-1750)

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巴赫和 D．斯卡拉蒂。前者写出了大量的键盘

音乐作品（包括拨弦古钢琴和击弦古钢琴），其中有我们国家当代钢琴教学

经常接触到的《初级钢琴曲集》《小前奏曲与赋格》、15 首《二部创意曲》、

15 首《三部创意曲》、6 首《法国组曲》、6 首《英国组曲》、6 首《帕提塔》

《意大利协奏曲》《d 小调托卡塔与赋格》《平均律钢琴曲集》I Ⅱ卷等等。

后者则一生共写出了 500 多首钢琴奏鸣曲。

他们的作品共同演奏特性是典型的复调性，多声部的旋律交织和各声部

均衡，并大量运用华丽的装饰音以及演奏巴洛克作品时特有的“连断音”，

使得这一时期的音乐显示出高贵、精致、华丽、繁复的特征，并从总体上体

现一种“中庸”的风格。

（二）古典主义风格 (1750-1820)

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他同时又

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这四位是当时活跃在维也纳的作曲家，因

此我们也称之为维也纳古典主义。这个时期最重要的钢琴作品体裁便是钢琴

奏鸣曲，其中海顿写了 62 首钢琴奏鸣曲，莫扎特写了 19 首，贝多芬写了 32

首。除奏鸣曲之外，这几位作曲家还作有一些幻想曲、变奏曲等钢琴独奏曲，

其中贝多芬的《c 小调 32 变奏曲》和《迪亚贝利变奏曲》还被经常用作音乐

会演奏曲目，而舒伯特还写了除奏鸣曲之外的大量即兴曲。当然，这一时期

的钢琴音乐还有另外一种重要体裁就是钢琴协奏曲，莫扎特写了 27 首，贝

多芬写了 5 首（其中第五首就是降 E 大调《皇帝》协奏曲）。

这一时期的钢琴音乐由复调性过渡到以主调性为主，出现了功能和声和

奏鸣曲式，演奏中要纵观音乐的乐句、乐段、整体结构的构成，每一句的头

和尾、重拍与弱拍、力量下沉与抬起，都要交代得恰到好处。同时因为古典

时期的钢琴和现代钢琴的区别，在力度、触键上都要有所保留，尤其演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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