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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与简谱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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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指序图

左 手 右 手

1． 手腕正确的姿势 2． 手腕不正确的姿势

1． 手指正确的姿势 2． 手指不正确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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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踏板使用简介

一、踏板的基本功能及作用

在讲钢琴踏板的使用技巧之前， 先简要介绍一下钢琴踏板的最基本的功能及作用。

钢琴一般设有三个踏板， 可分为右踏板、 左踏板、 中间踏板。

1．右踏板是延音踏板， 一踩下去， 钢琴里的制音器全部打开， 所有弹到的音就会延长。 当脚一抬起来， 制音

器又压在琴弦上， 音的延长就中止。

2．左踏板是弱音踏板 (ulna cord) 或柔音踏板， 在立式钢琴上， 踩下左踏板， 琴槌整个往前挪一些， 离琴弦

的距离就缩短了， 声音相应就弱了。

3．中间踏板具有弱化声音的作用。 在立式钢琴上， 它会使击弦机上方一块厚绒降下来， 挡在琴槌与琴弦之

间， 这样弹出来的声音就会非常小， 这是为了不影响别人， 没有演奏上的意义。

二、踏板的使用

1．脚的位置

脚跟着地， 与踏板的距离正好能使用前脚掌中部置于踏板的圆端之上。 脚尖不要太靠近钢琴或几乎顶着琴

板， 也不能用脚心踩踏板， 这样不灵便； 脚尖的位置也不要偏远， 如果是用脚趾踩踏板， 这样不稳定。

2．脚的动作

脚跟不离地， 以 “脚腕子” 为主要动作部位， 用前脚掌将踏板踩下去、 抬起来,也叫做放开。 放开时脚掌可

以一直不离踏板， 也可以离开一点点。

3．脚的灵活

脚腕子应该保持灵活、 自如， 小腿任由其牵动， 毫不用力。 由于脚天生不如手那么灵活， 所以脚腕子的敏捷

是需要练习的。 要达到能够慢慢地踩到底， 慢慢地抬起来， 或突然踩到底， 猛然抬起来； 也还要学会轻轻地 “点

一下”， 或快速持续地点下去的动作， 这样的做法叫 “碎踏板”， 也叫 “抖动踏板” 或 “颤动踏板”。

4．脚的深度

脚的深度可以理解为踏板的深度。 将踏板从原位踩到底是踏板深度的整个距离。 假如把这个距离作为数值

1， 踏板还有 1/4、 2/4、 3/4 等不同的深度。 这既可以从上往下计算， 也可以反过来从下往上计算。 即往下踩时，

根据音乐的需要， 可以踩下 1/4、 2/4、 3/4或到底。 到底后抬起脚 （放踏板）， 也可以分为抬起 1/4、 2/4、 3/4或全

部抬起放掉。

三、演奏曲目对踏板的要求

1．和声的变化

乐曲中随着和声的变换而变换踏板， 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常识。 演奏者在演奏时要对乐曲的和声变换有所了

解， 以选择正确的踏板使用方法， 如果对乐曲的和声没有做出恰当的分析， 那么所选择的踏板使用方法就有可能

不恰当， 造成声音混乱， 破坏演奏的效果。 因此正确而恰当的和声分析是关系到踏板的使用是否正确的根源。 使

用时必须在和声的每一个新的变化之前的一瞬间放掉踏板， 然后在弹新的和声的瞬间精确的踩下踏板。 如果采用

适当的速度， 声音就不会有明显的间断。 因为和声的音响会填满踏板更换之间的空隙， 使和声清楚连贯。

2．节奏的需要

节奏影响着乐曲所要表达的情绪， 而为传递乐曲的情绪所服务的踏板在使用时必须基于节奏的需要来考虑。

往往是为加强节奏的效果而使用节奏性的直踏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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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乐理知识

一、简谱记谱法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 如何才能将律动的音乐记录下来呢？ 人们用一些符号来记录音乐中的音， 并将音

的高低、 长短、 强弱明确表示出来， 这种方法就是记谱法。 记谱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五线谱记谱法和简谱

记谱法。

简谱记谱法， 是指音乐家把音乐的曲调， 用阿拉伯数字缀加其他符号来标记的一种记谱法。

许多人认为简谱是中国人发明的， 其实不然。 16世纪欧洲已出现用数字代表音符的记谱法， 后经法国

思想家、 文学家、 作曲家、 音乐理论家卢梭制成简谱， 于 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我国， 并被广泛运用。

二、音
1． 音的产生

音的产生是一种物理现象， 是由发音体的振动所产生的。 在自然界中， 人所感受到的音很多， 但并不

是所有的音都可以作为音乐的素材， 在音乐中所使用的音， 则是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挑选出来的， 组

成为一个固定的体系， 用以表达音乐的思想和塑造音乐形象的。

2． 音的种类

根据发音体振动状态的规则与不规则， 音被分为乐音和噪音两种。

（1） 乐音。 发音体振动状态规则的， 发出的音高明显的音叫做乐音， 乐音听起来比较悦耳， 如钢琴、 小

提琴所奏出的优美的旋律就是一种乐音。

（2） 噪音。 发音体振动状态不规则的， 发出的音高不明显的音叫做噪音。 噪音听起来比较刺耳， 如锣、

架子鼓等打击乐器所发出的声音就是一种噪音， 不过这种噪音是有一定规律的。

音乐中所使用的音主要是乐音， 但噪音在音乐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3． 音的性质

（1） 音的高低。 音的高低是由发音体每秒钟振动次数 （即频率） 的多少决定的。 振动次数越多， 音越

高； 振动次数越少， 音越低。 频率以 Hz （赫兹） 为单位。 音乐中的 a1音 （la） 震动次数为 440次 /秒

（Hz）， 称为标准音。

（2） 音的长短。 音的长短是由发音体振动时间的长短决定的。 振动时间越长， 音越长； 振动时间越短，

音越短。

（3） 音的强弱。 音的强弱是由发音体振动幅度的大小决定的。 振幅越大， 音越强； 振幅越小， 音越弱。

（4） 音色。 音色是由发音体的质地、 形状、 振动方式、 发音方法及泛音多少、 强弱等因素决定的。

音的以上四种性质， 是音乐表现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音的高低和音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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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符、唱名与音名
1． 音符

用来记录乐音的长短、 高低的符号， 叫做音符。 音符用 1、 2、 3、 4、 5、 6、 7七个阿拉伯数字来标记。

2． 唱名

唱歌时用的 do （哆）、 re （来）、 mi （咪）、 fa （发）、 sol （梭）、 la （拉）、 si （西） 就是唱名。

3． 音名

对固定高度的音所定的名称， 叫做音名。 音名用 C、 D、 E、 F、 G、 A、 B七个英文字母来标记。

四、音的高低
音的高低犹如数字的大小， 数字越大， 音越高； 数字越小， 音越低。 如 2比 1大， re比 do高； 2比 3、

re比 mi低， 等等。

1． 音组、 音区

（1） 音组。 音乐中只有七个音是不够的， 如想唱得更高或更低些， 那就要以 1 2 3 4 5 6 7 为一组， 循

环重复使用这七个音， 这样便产生了许多音名、 唱名相同而音高不同的音。 为了区别音名、 唱名相同而音

高不同的各音， 将乐音体系中的音分成几个组， 这就是音的分组。 简称音组。

（2） 音区。 根据音高和音色的特点， 将音域划分成的若干部分叫做音区。 音区分为： 高音区、 中音区、

低音区。

在这七个音的上方或下方加一个或两个小圆点可以改变音的高低。 在音符的上方加一个小圆点， 表示

高一个八度， 称为高音； 如再加一个小圆点， 即两个小圆点则表示又高一个八度， 称为倍高音。 记在音符

上方的小圆点叫做高音点。

在音符的下方加一个小圆点， 表示低一个八度， 称为低音； 如再加一个小圆点， 即两个小圆点， 则表

示又低一个八度， 称为倍低音。 记在音符下方的小圆点叫做低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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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乐音体系与音列

乐音体系是指音乐中所使用的全部乐音的总和。

音列就是乐音体系中的音按照音高顺序， 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排列起来。

3． 半音与全音

半音是音与音之间的最小距离， 用 来标记。 如在键盘上， 相邻两个键 （不分黑键和白键） 之间的音高

距离为半音； 如在吉他上， 相邻的两个品位之间的音高距离为半音。 一个全音等于两个半音。 全音用 1来

标记。 如在键盘上， 相隔一个键 （不分黑键和白键） 之间的音高距离为全音； 如在吉他上， 相隔一个品位

之间的音高距离为全音。

在音 1、 2、 3、 4 、 5、 6、 7中， 除 3和 4之间、 7和 1之间是半音外， 其他两音之间都是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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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间记号

将音升高、 降低和还原的记号， 叫做变音记号， 它记在音符和音名的左上方， 如 #4、 #6或 #F、 #A等等。

变音记号有五种：

（1） 升记号 （#）： 表示将音升高半音。 例如： F升高半音是 #F； C升半音是 #C； G升半音是 #G等等。

（2） 降记号 （β）： 表示将音降低半音。 例如： B降低半音是 βB； E降低半音是 βE； A降低半音是 βA等

等。

（3） 重升记号( )： 表示将音升高全音。 例如： F升高全音是 F； G升高全音是 G等等。

（4） 重降记号( )： 表示将音降低全音。 例如 F降低全音是 F； B降低全音是 B等等。

（5） 还原记号( )： 表示将已经升高或降低 （包括重升、 重降） 的音还原。 例如： #G还原后是 G； B还

原后是 B； #F还原后是 F等等。

将变音记号的正确运用概括如下：

如在吉他指板上， 变化音是这样的：

注意： 临时变音记号通常对此记号后一小节内相同高度的音起作用， 但对跨小节相邻的、 加延音的同

等高度的音也有效。

5． 等音

音高相同， 记法和意义不同的音叫做等音。 例如： #C=βD、 #F=βG、 F=G、 B=A等。

除 #G和 βA各有一个等音外， 其他每个音都有两个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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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节奏
节奏的声音就像钟表的 “嘀哒” 声、 心脏的跳动声， 它的快慢、 强弱是很均匀有序的。 在音乐进行中，

这些有规律的快慢、 强弱和长短的交替就形成了音乐中的节奏。

节奏是音乐的骨架， 是构成音乐的重要要素之一。 因此学习音乐掌握好节奏， 而掌握好节奏首先要学

会打拍子。

如何打拍子呢？ 首先伸出右手， 在空中均匀地划一个对号 “ ”， 一下一上为一拍。 注意连续打拍子时，

每拍的速度是相同的， 避免时快时慢地打拍子。 也可以用脚打拍子， 先把脚抬起， 落下去再抬起是一拍。

熟练后， 则在心里默数即可。

六、时值
演唱或演奏时， 每个音发声或停顿的长度就叫做时值， 也就是说， 音的时值就是音的长度， 即唱几拍。

时值用几分音符或几分休止符来记录， 它是用 “拍” 来计算的， 当我们说到音符或体止符的时值时，

就是在说此音符或休止符唱奏几拍。

如： 5的时值是一拍、 5-的时值是两拍。

七、音符与休止符
音符就是在乐谱中记录音的高低、 长短的符号。 音符由阿拉伯数字、 增时线、 减时线等符号组成。 音

符分单纯音符和附点音符两种。

增时线： 表示增加音符的时值， 一条增时线的时值为一拍， 依此类推。

减时线： 表示减少音符的时值， 一条减时线减少该音符时值的一半， 依此类推。

休止符是用来表示休止的符号。 通俗地说， 休止符就是表示音乐中的声音暂时停止， 但节奏仍在进行

的一种符号。 休止符由阿拉伯数字中的零 （0）、 减时线等符号组成。 休止符后没有增时线。

休止符分为单纯休止符和附点休止符两种。

1． 单纯音符与单纯休止符

（1） 单纯音符

单纯音符包括全音符、 二分音符、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十六分音符、 三十二分音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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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音符： 由音符和三条增时线组成， 它的时值为四拍。

如： 5--- ， 表示 sol是全音符， 唱四拍。

二分音符： 就是把全音符平均分成二份， 全音符唱四拍， 因此二分音符唱二拍， 也就是它的时值为二

拍。 二分音符由音符和一条增时线组成。

如： 5- ， 表示 sol是二分音符， 唱二拍。

四分音符： 是把全音符平均分成四份， 每一份唱一拍， 因此四分音符唱一拍， 也就是它的时值为一拍。

四分音符只有一个音符构成。

如： 5， 表示 sol是四分音符， 唱一拍。

八分音符： 是把全音符平均分成八份， 每份唱 拍， 因此八分音符唱 拍， 即半拍， 也就是它的时值

为 拍。 八分音符由音符和一条减时线构成。

如： 5， 表示 sol是八分音符， 唱 拍。

十六分音符： 是把全音符平均分成十六份， 每份唱 拍， 由一个音符和两条减时线构成， 它的时值为

拍。

如： 5， 表示 sol是十六分音符， 唱 拍。

三十二分音符： 是把全音符平均分成三十二份， 每份唱 拍， 由一个音符和三条减时线构成， 它的时值

为 拍。

如： 5， 表示 sol是三十二分音符， 唱 拍。

常用单纯音符的名称、 形状、 时值如下： （以 5为例）

（2） 单纯休止符

单纯休止符与单纯音符相对应， 也分全休止符、 二分休止符、 四分休止符、 八分休止符、 十六分休止

符、 三十二分休止符等， 其时值与相对应的音符时值也相同， 只是音符是唱奏出来的， 而休止符则是休止

的、 无声的。

常用音符与休止符名称、 形状、 时值对照如下页： （以 5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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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止符与音符的主要区别是： 休止符是音乐中无声的节奏进行， 音符则是音乐中有声的进行， 但它们

相对应的几分音符或几分休止符所进行的时值是相同的。 例如， 四分音符与四分休止符它们的时值都是１

拍， 四分音符是唱奏１拍， 四分休止符则是无声地打１拍 （打拍子）。

2． 附点音符与附点休止符

（1） 附点音符

在音符的右下方加一个或两个小圆点， 这个小圆点叫附点。 而带有附点的音符叫做附点音符。

附点的作用是增加前面音符时值的一半 （ ）。

例： 附点四分音符 （5．） 中， 四分音符唱一拍， 附点则是增加四分音符的一半， 也就是附点唱半拍， 因

此附点四分音符共唱一拍半， 即 1 拍。

附点音符的时值 ＝ 音符的时值 ＋ 附点的时值。

附点音符与音符相对应， 也分为附点全音符、 附点二分音符、 附点四分音符、 附点八分音符等， 只是

附点全音符和附点二分音符直接用音符和增时线来标记。

例： 附点二分音符记为 5- - 。

常用附点音符的名称、 形状、 时值如下： （以 5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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