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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对于钢琴学习者来说，选择正确的练琴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演奏水平，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问题。针对钢琴练习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文章阐述了科学的练习方法，意在使

学习者懂得用脑练习的重要性，针对自己在练琴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找到适合自己的练习方法，

从而解决问题，提高练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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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演奏是一门技术种类繁多、技巧性极强的艺术，艰苦反复地练习是每一位钢琴学习

者学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对一名钢琴学习者而言，寻求和遵循正确的练习方法是至关

重要的。怎样练琴才能提高效率、收到良好的效果是每个学生所关心的问题，亦是本文讨论

的主要问题。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重视课后的第一次练习  

  许多学生不重视课后的第一次练习，认为上完课就万事大吉，以至于“突击”时才发现

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已经忘了一大半，所以，学生在课后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复习上课内

容。上课时老师必定会指出学生演奏中的一些问题并对演奏方式提出建议，所以，在课后第

一次练习时首先要认真地浏览一遍乐谱，在浏览的同时回忆上课时老师的讲解，再加上自己

的理解，动手在谱面上做详细的标记，然后再进行练习。在练习过程中要求慢速练，边看谱，

边看标记，边动脑，手、脑、眼并用，反复练习几次，这样有助于及时消化上课内容。而对

于新布置的曲子，在课后的第一次练习中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打开乐谱马上弹，首先要回想老

师在课上讲到的对曲子的要求和需要掌握的技术难点以及练习方法。急于先动手而不动脑的

练琴习惯是不可取的。  

    

  二、全面读谱  

  我们要完成一部钢琴作品，读谱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步，认真识谱，在脑

海里留下一个正确的初步印象可以避免走弯路。拿到一首新曲子，首先，我们应该通过读谱

去思考一下乐曲的作者、创作年代、创作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类型，以便于对作品有整体的

印象，在练习过程中就不至于偏离风格。其次，要注意谱面上的各种音乐表情术语、力度标

记以及速度变化标记等，挖掘隐藏在这些术语之中的音乐形象以及情感定位，这样有利于弹

奏者把握乐曲的情绪与风格，准确无误地表达作曲家要塑造的音乐形象，力求达到作者的要

求。再次，要仔细读谱面上的细节问题，比如指法、节奏等。最后，在读谱时，除了上述内

容，还要注意从作品的调式、调性、和声、旋律等方面去仔细研究，分析作曲家乐思的丰富

内涵，才能对作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并尽可能完美地演绎出来。  

 

  三、分解式练习  

  钢琴作品具有多声部、多层次的特点，弹奏时左右手分担着不同声部、不同节奏、不同

织体的任务。为了更快更准确地掌握作品，采用分解式的练习是行之有效的。  

  （一）分手练习。分手练习是由双手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共同完成的。在弹奏过程中要做

到这一点，必须以熟练又准确的单手弹奏作为前提。而分手练习的目的是为了使弹奏者精力

更加集中，便于对每一只手的弹奏进行仔细检查，能把音乐的各个细节都做到符合要求，使

声音听起来更清楚细腻，为双手合练打好基础，从而提高练琴的质量。在单手练习时，不能



急躁，要注意指法、节奏、乐句、触键、音色等都尽量做到谱面上的要求，并学会找到合理

又连贯的动作路线，直到每只手都能够准确流畅地弹奏，可以尽快明确两只手各自不同的工

作，并能清楚地听到两只手各自的旋律及和弦的进行。然而，有些学生在练琴时急于求成，

出现错误的音符、节奏、指法等问题往往就是由于没有认真地进行单手练习而造成的，至于

双手的配合、乐句的呼吸及音乐表现更是无从谈起。分手练习不仅仅是学习一首新乐曲的开

始阶段，即使在弹奏熟练之后，仍需时常使用分手练习这一方法，有分有合、分合交替才能

加深对乐曲的理解以及提高练琴的效率。 

  

（二）分声部练习。在练习钢琴的过程中，应当养成把各个声部和层次区分开练习的习

惯，这种方法在练习复调音乐作品中尤为重要。因为复调音乐有多个声部，而且主次线条都

是独立的，用一只手同时弹奏几个不同声部，声部之间旋律线条相互交叉的情况经常出现，

所以必须通过分声部的练习才能准确地表现多声部音乐。在进行分声部练习时，首先是需要

正确地找到织体中的各个声部，然后分析每个声部的旋律线条如何进行。在练习过程中，先

练乐曲的一个声部，当这个声部练熟后，就可以练另一个声部，当各个声部都练习得准确无

误了，就可以将各个声部合在一起进行完整的弹奏了。对于声部较多的乐曲，其中各个声部

的独立性较强，每个声部音色各不相同，要仔细辨别并把握音色，就必须对每一个声部进行

单独练习，使多个声部层次清晰，使恰当的音色、清晰的和声进行与旋律声部默契配合，不

断提高练琴效率。 

 

  （三）难点练习。任何一首乐曲在练习中都会存在一个甚至几个技术问题，这些地方往

往是练习时的难点和重点。遇到难点，应努力克服，这就需要我们将难点部分抽出来单独反

复进行练习，只有这样，困难才会迎刃而解，才会提高练琴的效率。常见的难点大致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1.速度难点。所谓速度难点即达不到作者所要求的速度。对于这种情况常采取慢速练习、

变速练习、快速练习或改变节奏练习等方法来解决。  

  2.音色难点。优美而富于变化的音色是学习者所追求的目标，寻找理想音色是学习者最

困难的一个方面，需要不断想象、反复尝试、注意聆听、随时调整。  

  3.技术难点。常见的技术难点包括三度、六度、八度、4 指 5 指的力度、装饰音、快速

跑动等。克服技术难点要有耐心，由慢而快，一点点练习，通过慢速、分解的方式练习。  

    

  四、听觉训练  

  这里所说的“听觉训练”是指倾听音乐作品结构、音色、音响效果等方面的训练，而并

非视唱练耳课中那种关于音高、节奏等的听觉训练。钢琴音乐是听觉艺术，要想使演奏的音

质及音乐的表现力得到完善，在练琴过程中学会倾听自己的音色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敏锐的

听觉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期训练出来的。要有敏锐的听觉能力，首先要有倾听的习惯。这种

习惯产生于内心的情感，只有内心对作品的音乐形象、整体风格有了一定的理解时，才会有

对声音的追求和设计。有了想法再去听细节问题，比如，要听弹出的每个音的音色是否达到

要求；听弹出的音的时值、音的高低是否丝毫不差；听弹出的声部线条是否清晰平衡；听弹

出的音量、音色是否均匀统一，并随时根据声音来检查和调节自己的弹奏方法。如果学生会

运用听觉来指导自己练琴，不再是手指盲目的机械动作，就会更加有目的性，大大提高练琴

的效率。  

  钢琴的练习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上述几种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应当把它们与实际

情况结合在一起并灵活运用，不断地探究、认识、发现并解决问题，苦练加巧练，保证练琴

质量，从而提高练琴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