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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随着中国社会的前进与繁荣，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加快了步伐，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国家建设

中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职业学校也越来越强调自身的职业教育特点。

　　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键盘组老师从职业学校的特色发展中，总结探索，发展求新，结合职

业学校的教学特点，总结编写了适合中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和音乐专业学生学习的 《钢琴基础

教程》一书，对学生学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本书在重点保障钢琴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编入

了一些现代通俗乐曲的学习，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结合学前教育专业

特点，选配歌曲伴奏内容，并做了详细的讲解与说明，起到了 “学以致用”的目的。本书编写

选曲广泛，由易到难，包括了从一级到十级的曲目范围，可以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

通过试用，本书对于提高钢琴课课堂教学效率，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产

生了明显的效果。在同级作品中也给老师们提供了较多不同风格的曲目备选，切合了音乐专业

课教学中 “因材施教”的特点。

　　总之，《钢琴基础教程》一书，着实为一本知识丰富、切合职业学校教学实际、通俗实用

的钢琴教材，相信会为职业教育发展和培养艺术人才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０１２年７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键盘课教学是音乐、幼教专业的一门重要技能课程。本教材从中职学校幼教、音乐专业的

特点和需要出发，针对１５岁以上的中职及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

学以致用为目标，让学生通过键盘乐器学习音乐、理解音乐，认识中外伟大的作曲家及音乐

家，并掌握键盘乐器的基本演奏方法和技能，将演奏技能从边弹边唱、即兴伴奏以及中外名曲

的演奏等综合应用能力上体现出来。

编者认为要完成此教学任务，科学地选择学习曲目至关重要。本教材根据中职学校绝大多

数学生对钢琴乐器的学习都是零起点的情况，起点低，简单易学；同时，考虑到学生都在１５

岁以上并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学习特点，教材在编写上跨度大、选曲广。所以这就要求学生在

学习每首乐曲时能认真地掌握每首乐曲或练习曲的难点和重点，这样才能够形成扎实的前进过

程。

本教材包括以基础技能训练为主的拜厄练习曲，还有西方古典音乐时期及浪漫音乐时期的

贝多芬、莫扎特、海顿、肖邦等大师的钢琴名曲。这些钢琴曲能为学生学习钢琴弹奏技能打下

扎实的基础。世界名曲的学习能更好地使学生理解音乐，热爱音乐。结合幼教学生学习特点，

本教材特加大了歌曲伴奏的乐曲分析及讲解，尽量使学生通过有特点的歌曲伴奏学习，触类旁

通地掌握简单儿童歌曲伴奏的规律。进而使学生兼顾钢琴弹奏技巧和实用性，让学生的音乐素

质和专业水平得到全面提高。

本教材设计为三个学年的课时计划。第一学年为第一篇，由张岚和章啸洋共同编写，乐曲

难度为１～２级。第二学年为第二篇，由张岚和王华共同编写，乐曲难度为２～３级。第三学年

为第三篇，由王华编写，难度为３～５级；李玉冰和马子惠编写歌曲伴奏理论分析及弹奏要领。

第四篇由杨晔编写２９～３９首乐曲部分，乐曲难度为６～１０级；黄洋编写４０～５０首乐曲部分，

难度为５～８级，这部分主要是针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个体能力而编写。教材由张岚、

余璐编写钢琴弹奏基本常识并制定大纲及审稿。

教材在编写中得到了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李伟亚校长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运用了一些其他作者的作品，在此对这部分作品的作者表示感谢。由

于编写仓促，难免有不足之处，望使用者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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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弹奏的基本常识

一、钢琴简介

钢琴是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现代钢琴有两种：一种是卧式钢琴，弦是水平布置的；一种是立

式钢琴，弦是上下竖置的。正常的钢琴无论体积大小，都有８８个键。它既能演奏和声与复调音乐，又能担任独

奏、重奏、伴奏，而且它的结构复杂，音域宽广，表现力极其丰富，并具有高难度的演奏技艺。钢琴是意大利

人克里斯托弗 （Ｂ．Ｃｒｉｓｔｏｆｏｒｉ，１６５５—１７３１）于１７０９年在佛罗伦萨用羽管键琴的琴身制作出的一架击弦乐器。钢

琴从发明到现在已有３００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钢琴经历了人们无数次的改革、完善，终于在１９世纪登上了

“乐器之王”的宝座，成为人类最喜爱的乐器之一。

任何乐器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这长处和短处形成了各自的特点，而各自的特点又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乐器都是平等的，不可替代的，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钢琴的特点是什么？

１．音域宽广

现代钢琴一般都有８８个键，也就是从大字二组的Ａ到小字五组的Ｃ的全部半音。有些钢琴的低音区还有

比大字二组的Ａ更低的若干琴键。这样宽广的音域只有管风琴可与其相比，超出了任何其他乐器。

２．音量变化幅度巨大

音量是指声音的强度、力度。钢琴既可发出十分微弱、人耳刚刚能听到的弱音 （ＰＰＰ），也可发出洪亮有

力、震撼人心的强音 （ｆｆｆ），以及处于极弱、极强两者之间的各个力度层次的声音。并且这些不同的力度都是可

以随钢琴家的心之所欲弹出的，这又使钢琴的表现力胜过包括管风琴在内的所有单件乐器。

３．最理想的多声乐器

由于钢琴使用十二平均律，使音乐的转调、复调、和声获得极大的自由。钢琴家借助踏板的作用，用他们

经过训练的双手，可以在钢琴上弹奏出无限丰富的不同音的纵向、立体组合。手风琴、吉他也是多声乐器，但

是他们在乐音组合的多种可能性上，却远逊于钢琴。

多声，即多声思维。多声思维使音乐从单线条的变为多线条复合的，平面的变为立体的，单色的变为多色

的，这就使钢琴具备了任何单个乐器都无法与其相比的无限丰富的艺术内容的可能性。

对于钢琴而言，演奏是一门艺术，技巧只是一种手段。要想达到某种艺术效果，必须靠娴熟的技巧与良好

的艺术感受相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艺术感受是现实生活感受的净化，它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技

巧就其广义而言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它来自对生活中生理运动的归纳。技巧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用自然朴实

无华的动作完成精深的技巧则是技巧的最高境界。演奏者应该在生活的感受与钢琴演奏的感觉之间架一座桥梁，

将两者紧密结合，使钢琴演奏更具形象性，切勿将感觉看得神秘莫测难以把握。

像生活中其他运动的技巧一样，钢琴演奏的技巧也要受生理因素的制约。总的来说，不管是哪一种技巧，

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动作来完成。钢琴演奏的技巧，是必须用一定的力驱使某个关节或某块肌肉群收缩，使局部

产生一定的紧张感并将力量送到指尖。与此同时，身体的其他部位则自然松弛，与紧张的部位相互配合，以顺

利地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因此，要掌握较完美的技巧，必须首先明了身体各部位关节和肌肉的运动规律及

其作用，对所需各部位的关节肌肉进行自然、科学的训练。

在钢琴演奏中，为完成某种技巧，身体各部位、各关节都必须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一点尤其重要。古

典时期的钢琴演奏家们非常强调手型的固定与手指的独立性，不允许腕部帮一点忙，这样就忽略了腕部应该起

·１·



到的作用。对于掌握了钢琴演奏技巧的大师们来说，保持固定的手型和手指的独立性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将这

种方法直接运用到对初学者的训练上则非常难，稍有不慎还会把许多有天赋的人给毁掉。因为这种要求是带有

强制性的，不是在自然基础上的引导。手型长时间地保持一种状态，容易造成手的紧张和僵硬，不易获得松弛

而富有弹性的音。因此，在钢琴技巧的基础训练过程中，必须既强调各关节的独立作用，又强调它们之间的相

互配合，首先将各个关节打通练顺，使它们既有力量又有弹性，从而使之能够服从大脑的指挥与控制。

二、钢琴弹奏的基本姿势与奏法

钢琴演奏者坐的正确位置是：座位与钢琴距离远近合适，面对键盘正好居中，不偏左、不偏右。

１．座位与钢琴的距离

上身坐直，用双臂轻轻提起双手并将其置于键盘之上，这时如果臂、肘部都刚好落在被牵动的上身垂直线

的前方一点点，上臂与前臂形成一个略微大于９０°的角，座位与琴键的距离就基本合适了。

２．找到整个键盘的中间点

可将双脚不偏不倚地直对两个踏板，这时，双腿如果没有任何左右偏斜，就是坐在正中了。

３．调整座位的高低

上身坐直，双手置于键盘之上。这时，如果肘部略微高于键盘的平面，座位的高低大致就合适了。

三、钢琴弹奏的正确手型

简单地说，正确的手型就是最自然的手型，最自然的手型是什么样的呢？

１．掌关节稍微拱起

掌关节不会是平的或下陷的，因为平或下陷，都是要故意用力的；也不能拱起过高，那也不是自然的状态。

２．手指一定有一个天然的弧线

手指不会是伸直的，因为伸直就要用力。

３．手不要用力握

手具有天然的弧线，一定弯度不大，不要用力找握鸡蛋的感觉。

这三点综合起来还是一点：自然。最自然的就是最舒服的，就是方便手指的活动，也是最好看、最正确的。

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下开始训练，就能踏上通向高深技术之路。

四、钢琴弹奏的基本方法

１．连奏

连奏 （ｌｅｇａｔｏ）也称连音，是指音与音相衔接时，既没有一点空隙，也不相互重叠。因此，至少要有两个音

依次出现，才有连奏的问题。

在乐谱上，用连线记号将需要连奏的音置于一个弧线之内。有的乐谱不画连线，只标上ｌｅｇａｔｏ。应当指出，

相当多的乐谱或是没画上该画的连线，或是连线的位置长短不准，这是初学者要注意的。

连奏的弹奏要领：

（１）听觉要精细地监督，确实听清了两个音没有一丝缝隙，没有一毫重叠。这就要求后一个音弹下时，前

一个音的手指要准时、不早也不晚地离键。

（２）连奏中，要运用重量转移的方法。通常，连奏的第一个音都是用 “提起手，落下去”的方法弹出的，

弹第二个音时，则要把第一个音 “落下”时手指承受的重量感，转移到第二个音上来。这个转移不是再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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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通过弹第二个音的手指主动触键实现的。如果是两个音的连奏，这个过程已经完成，可把手提起来。如果

是若干个音的连奏，就依次逐个转移下去，直至连线的最后一个音弹出再提起手。

（３）所以从整体综合动作看，无论连线多么短、多么长，都是手部 “落下被提起”的一个过程。有时，数

十上百个快音符在一个连线之内，也要感觉到是在第一个音上落下去、最后一音上抬起来的一个综合，整体的

动作，就好像是被串起来的一串珠子，提起第一个就能带出一串一样。

２．跳音的奏法

跳音 （ｓｔａｃｃａｔｏ）即跳音奏法。在乐谱中，音符符头上方或下方标有小圆点 “·”或小黑三角记号的，就要

用跳音奏法。

小圆点表示只奏出该音符一半的时值。例如，一拍的音只弹出半拍。

小黑三角 （ｓｔａｃｃａｔｉｓｓｉｍｏ）表示该音符四分之一的时值。例如，一拍的音，只弹出四分之一拍。这个记号有

时还被称为顿音、短跳音。

跳音的种类很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类。按触键动作方式分类有：反弹力跳音和下弹力跳音。按主

要动作部位分类有：手指跳音，手腕跳音和前臂跳音。

反弹力跳音多用于相对孤立的、相连不太紧密的跳音。这是因为反弹起来后手在空中，要留有回落下来准

备下一音的时间。而当音符比较密集连续时，则要用下弹动作。反弹力即可强奏，也可弱奏，下弹力则不宜强

奏，下弹力如强奏，单音较易，双音难些，和弦更难。

３．双音的奏法

两个将要触键的手指，从掌关节上稳定下来，指端平均地集聚起被控制着的重量，控制感掌握在腕关节上。

第一个双音弹出后，在两个手指留在键上时，再抬起另外两个手指准备第二个双音，必须努力抬起另两个手指，

主动触键，再辅助以腕部随和地配合，做到两个双音既不重叠也不间断。

４．踏板的运用

大多数钢琴都有三个踏板，左侧为弱音踏板，中间为练习用踏板，右侧为延音踏板，踏板之所以能够成为

“灵魂”，主要有赖于它，现在我们主要讲解它的运用。

（１）位置：脚跟着地，与踏板的距离正好能使前脚掌中部置于踏板的圆端之上。不要太靠近钢琴，脚尖几

乎顶着琴板，用脚心踩踏板，这样不灵便；只用脚趾踩踏板，这样不踏实。

（２）动作：脚跟不离地，以脚踝为主要动作部位，用前脚掌将踏板踩下去、抬起来 （也叫作放开踏板）。放

开时，脚掌可以一直不离踏板，也可以离开一点点。把脚掌抬得稍高，那是为了 “放得干净”。

（３）深度：理解踏板的深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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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那

么踏板还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等不同的深度，即可以从上往下计算。

五、钢琴练习方法

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职或高职学校的非钢琴专业主修的学生，由于大部分中职或高职非钢琴专业的学

生，多数都是没有钢琴基础的，所以教程从基础开始编写。但考虑到学生年龄都是１５岁以上的学生，具备一定

的学习认知能力，所以教材在编写上跨度较大。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每首乐曲时能认真扎实地掌握每首乐曲或

练习曲的难点和重点，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较为扎实的知识体系。

钢琴的学习，不同于一般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学科，而是一门以实践为主的学科，是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

自己的练习和演奏实践，逐步掌握钢琴的演奏技巧。我们要熟悉演奏规律，培养正确的练琴习惯，不断提高演

奏技巧和艺术表现，更好地表现出音乐的内涵。

练琴的目的是发现和解决问题，弹奏水平进步的快慢主要取决于练琴的效率，而练琴效率又取决于练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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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下有几种练琴方法，供大家参考。

１．要搭配

练琴看似脑力兼手指范围很小的活动，事实上它是脑力和体力的巨大消耗，没有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体格

难以支持长时间的艰苦练习。一般来说，练习的效率和练习的时间成正比。

２．要活练

用头脑来练琴，就是活练，要做到勤于思考、刻苦练习，这是解决弹奏难题的先决条件；针对难点，反复

练习；调动各个器官对弹奏进行判断、评定；每遍练习都有针对性，不能把大部分练琴时间花费在一遍一遍的

“从头再来”上；特别困难的技术难点可集中练，也可打散按照 “少食多餐”的方式练习。

３．慢与分

技术困难只有慢练才可能逐步解决，因为慢练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调动大脑达到 “活”练。练习钢琴必须严

格要求，在慢练中应准确弹出音高、指法、节奏、乐句等谱面问题。重要的技术难点可以通过分手或分声部练

习，这样才能表现出旋律优美的乐句。

总之，练习的过程是养成良好弹奏习惯的过程，这样才能保障弹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４．用 “脑”练

练习应当以提高演奏者思维能力和演奏技术为首要目的。在学琴过程中， “顺手溜”是一种脑、手脱离现

象，所以应当重视脑、手协调的锻炼。同时，练琴必须全神贯注，像边弹边聊或东张西望的练琴不仅无益而且

有害。

５．重背奏

背奏在钢琴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背奏可以增强演奏者音乐的记忆力，还可以使演奏者从乐谱中解放出来，

全身心地投入音乐的表现中。背奏的过程是从弹奏技术到音乐表现全面提高的过程。因此，要求弹奏者在准确

流畅地弹奏后，再进行背奏，把握准确的弹奏是背奏的先决条件。

背奏时还可以按乐曲结构采取分段背的方法，对于技术上基本相同、稍有变化的乐段要特别注意。如有三

段体乐曲，一、二段旋律节奏大体相同，只是第三段略有变化，要注意把变化的乐段或乐句抽出来背熟。这样，

通过背奏就会对音乐有清晰的记忆和深一步的理解。背奏的方法是多样的，可按乐曲结构来背记，可默唱旋律

来背记，还可以按音型的不同来背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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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练习曲 （１～５）
拜厄　曲

【提示】

（１）初学者要放慢速度练习，注意３／４拍和４／４拍的节奏感。

（２）双手力度均匀，下键整齐。

（３）每首乐曲最后的休止符要认真对待，做到心中有节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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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练习曲 （６～９）
拜厄　曲

【提示】

（１）五指练习，重点强调５个手指的力度均衡。

（２）第７、第８首注意双手衔接，每小节之间过渡好。

（３）第９首变化稍多，注意乐曲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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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欢乐颂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怀着火样的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威力能把人类重新团结在一起，

在你温柔翅膀之下，一切人类成兄弟！

　　　　　　　　　　　　　———席勒　词

贝多芬　曲

安川嘉寿子　改编

【提示】

（１）右手用连奏法，注意句逗。

（２）左手用非连音奏法。双音的弹法是将手放在键上整齐弹下去。

（３）第１２小节旋律从右手转移到左手，要连接好。

（５）用欢乐和歌颂的情绪弹奏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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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铃儿响叮当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我们滑雪多快乐，坐在雪橇上。

　　　　　　　　　　　　　—佚名　词

彼尔朋特　曲

安川嘉寿子　改编

【提示】

（１）注意连线、跳音记号和保持音记号３种不同符号所表示的不同奏法。

（２）虽无连线，仍有句逗，要感觉到并表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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