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新高考背景下的钢琴备考策略 

吴仁培 

论文摘要：钢琴是音乐术科高考中的应考科目之一，同时也是应考科目中备考难度较大的科

目。科学的、有计划地备考对考生和辅导教师都非常重要。文章根据广东省目前音乐高考的

情况，着重从五方面对副考钢琴备考策略进行了阐述和探索，以期对音乐术科高考做有益的

参考。  

 

  论文关键词：音乐高考 副考钢琴 备考策略 心理素质  

    

  钢琴是音乐术科高考中的应考科目之一，主要考查考生学习钢琴的生理条件、钢琴演奏

水平和综合表现能力。其作为主考项和副考项在总分中所占的分值有所不同。如广东省 2011

年音乐术科高考中，钢琴作为主考项在总分中所占的比重为 55%，钢琴作为副考项在总分中

所占的比重为 15%（2010 年为 10%）。钢琴是应考科目中备考难度较大的科目，越来越引起

学生和教师的重视。  

  在新的高考形势下，钢琴如何备考成为考生、教师、家长、学校所关心的问题，根据目

前的情况，笔者结合本人多年在副考钢琴备考中的经验，总结如下几点。  

    

  一、把握考纲  

  《普通高校招生音乐术科统一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纲》）是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颁

布的规定普通高校招生音乐术科统一考试性质、考试目的、考试项目、考试成绩计算方法，

以及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的招生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它是我们开展音乐高考教学工作、

备考工作的依据。有些省份《考纲》很少变动，有些是年年变动，每年考试的要求都不同，

这就要求每位高考辅导教师要多关注《考纲》的变化，及时了解各类信息，做到心中有数，

随时调整备考的方向和策略。比如广东省 2011 年的《考纲》就与往年不同：规定考生必须

在规定的曲目范围内选定；考官组可根据具体情况抽查作品片段。备考是否主动，这些信息

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备考准备阶段，每位教师一定要了解最近两年的《考纲》，读懂

吃透其中内容，帮助学生掌握好备考的方向。  

    

  二、掌握基础  

  音乐考生掌握必要的钢琴演奏技能是钢琴学习的首要任务。音乐考生一般学习两年，在

这两年中要为他们的高考奠定坚实的基础。  

  首先，教师应根据学生个人的学习情况合理地选择教材。目前，钢琴教材琳琅满目，选

择什么样的教材更适合学生，是每位教师应当思考的问题。如果教材选择不当，将会耽误和

浪费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且得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建议在钢琴教学中，从《什密特》

或《哈农》《拜厄》《车尔尼 599》《钢琴基础教程》《小奏鸣曲集》等教材中选择，可以按照

进度选择练习曲、乐曲、复调曲、小奏鸣曲等。  

  其次，进行常规训练，这是钢琴备考中的关键。要想在高考中取得成功，就要在有限的

学习时间里进行规范、科学的训练，掌握最基本的技术。  

  赵晓生教授把钢琴基础训练形象地归纳为“站——走——跑——跳——飞”。高考训练

就是要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训练学生的这 5 项基本功。有些从没摸过钢琴的高中生很多一坐

到钢琴前，身体就不由自主地紧张，下键时手腕僵硬，不会松弛，没弹多久就感到手腕、手

臂肌肉酸痛、疲劳。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教给他们重量弹奏法。动作要领是，

手臂自然放松，让力量不受阻碍地通过肩、大臂、肘部、小臂、手腕，直到指尖，自然地落



在琴键上，并站稳，让学生反复体会，强调手指要能承受手臂传下来的重量。然后保证任何

两个手指能直立，包括 1、2 指，1、3 指，1、4 指，1、5 指，2、3 指，2、4 指，2、5 指，

3、4 指，3、5 指，4、5 指，10 个组合，同理再到 3 个、4 个、5 个手指直立。要求手指在

每个组合的直立中，不弹的必须离开键盘，需弹的要坚挺地站立。这就完成了第一步——“站”

的任务。  

  在学生掌握断奏方法之后就可以让学生学习连奏了。连奏是最基本、最常用的弹奏方法。

连奏也称连音，是钢琴训练的基础，是使用率最高的弹奏方法。它是利用手指间力量的转移，

使手臂重量从一个手指移到另一个手指，它要求手指具有很好的独立性。学生连奏时每弹一

个音都要做到手臂放松，确定放松后再弹下一个音，如果前一个音尚未放松就继续往下弹，

紧张就会逐渐积累，造成手臂越弹越僵，因此，初学连奏时应向学生强调慢速练习。  

  学生在五指范围内训练好，拇指也能良好控制后，就可以进入到音阶和琶音训练阶段。

音阶和琶音是钢琴基本技术最基础的两种技术。无论考生以后选择哪一首曲目参加高考，都

离不开大量的音阶和琶音。鉴于备考时间短、任务重这一特点，可把重点放在自然大调、和

声小调音阶的训练上，可先从 C 大调及其关系小调开始，逐渐过渡到一升一降、两升两降的

大调及其关系小调等，之后还需要进行双手同向隔开一个八度的半音阶的训练等。  

  除此之外，短短两年多还要涉及节奏、双音、和弦、复调、装饰音、八度、踏板等的训

练。在时间的分配上，进度的快慢、练习曲的选择上教师要掌握好，让学生的“站——走—

—跑——跳——飞”这 5 项基本功训练好，为弹奏考试曲目奠定良好基础。 

 

三、曲目的选择  

  选好考试曲目是备考的很重要一环。有些地方《考纲》没有规定曲目，选择范围就较大，

尽量做到避免雷同；有些地方《考纲》规定了曲目，只能按照要求选择。不过，不管怎样规

定，选择曲目都应注意以下两点：1.难易适中。教师给考生选择曲目要注意难易适中。如果

曲目难度与考生实际能力不匹配，如曲目过大，考生虽弹得下来，但技术不达标，没达到应

有的技术和艺术要求，再加上有可能怯场等因素，必然会造成错音、漏音，甚至弹不下去的

现象，会暴露出考生的毛病和缺点；如曲目过小，又不能很好地展示考生的能力，得不到高

分，必然导致考试失利。所以，选择好的曲目就是要对学生“量体裁衣”式的选择。2.扬长

避短。选择高考曲目还应考虑考生的手指条件、钢琴基础、技术能力甚至性格特点等。以

2011 年广东省音乐术科考试钢琴规定曲目为例，手指条件较好、支撑力和爆发力好且有较

快的弹奏速度的考生，宜选择门德尔松的《谐谑曲》、柴科夫斯基的《狂欢节》等；手指短

小纤细的考生可选皮埃松卡的《塔兰泰拉舞曲》；左右手指有一定控制能力且有一定速度的

可选《在阳光下》（汪立三曲）；水平较高且有一定表现力的考生可选择格什温的《降 B 大调

前奏曲》、科普兰的《猫和老鼠》等。因此，选择难度与考生实际能力相当或偏高的曲目是

笔者的经验之谈。  

    

  四、注重音乐风格和音乐表现力  

  音乐风格是指音乐作品在表现音乐内容的方式、形式、方法方面总的特征。对于一个考

生来说，初步认识和理解、体现考试曲目的风格特征尤为重要。  

  按照当前被普通接受的西方音乐史的划分方式，钢琴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巴洛克风格时期

（1600—1750 年）、维也纳古典风格时期（1750—1820 年）、浪漫主义风格时期（1820—1910

年左右）、印象主义及 20 世纪现代音乐风格时期（1900—2000 年）。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民

族风格的，比如中国民族风格、波兰民族风格等，还有作曲家个人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  

  对于考生而言，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要求他们在指触、力度、速度、呼吸、分

句、色彩、装饰、结构、层次、线条、气息等几乎涉及钢琴演奏的所有环节，都要相应做出



不同处理，教师应帮助和指导考生处理好这些问题。比如柴科夫斯基的《狂欢节》是一部独

特的俄罗斯民族风格的音乐日记，它反映了俄罗斯民间音乐语言的音调和旋律。要指导学生

在演奏时应注意声音浑厚、声部丰满，要突出右手的高声部，同时也要兼顾下面的 3 个声部，

分清声部层次，要表现出明朗的情绪和欢乐的气氛。  

  实践中，教师应在考生从学琴的第一天起，就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音乐风格，严格地限定

每一首乐曲所应具有的声音、分句、速度、力度、装饰及触键、踏板等技术问题，这样才会

积少成多，为高考打下良好基础。  

  现在，很多省份都规定了考试曲目，必然有很多考生考的曲目相同，这就要求考生除了

技术之外，更应把握音乐风格，要在音乐表现方面下功夫，也就是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能够

恰如其分地做到应有的对比——力度、速度、情绪、层次对比等，再加上自己对音乐的感悟

和理解，就会有更好的音乐表现力。  

    

  五、心理素质的锻炼  

  在高考中会经常出现有些学生平时技术较好，音乐表现也不错，但分数出来后会低得不

可想象的情况，究其原因就是个人怯场、紧张、恐惧而造成。可见，考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

应考成功的重要因素。  

  为了避免或缓解考生在考场上出现紧张心理，关键是提高平时的练琴质量。话说“艺高

人胆大”，在平时的练习中，要求学生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个音符、动作、技巧

和每一段乐思，真正扎实地掌握弹琴技巧。首先，练习要有目的、分步骤进行，可用分手练、

分段练、重点练和慢练、快慢交替练等方法，不断加深印象，使演奏技术达到自动化程度，

做到胸有成竹。其次，争取创造更多的表演机会，让学生实践。教师可定期集合学生举行小

型演奏会，让学生互相观摩，并请其他班级同学当观众。当习惯成自然，学生有了较多当众

演奏的经验后，公开表演的惧怕心理就会慢慢改变。  

  总之，钢琴备考是一项既系统又复杂的工作。作为教师，既要科学、规范地训练考生的

技能技巧，打好基础，又要及时掌握各类高考信息，选好高考曲目，还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心

理素质；既要认真负责，无私奉献，又要讲究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只有教师、学生、学校

甚至家长等各方面配合好，形成合力，才能使备考更好地进行，才能使考生在众多的音乐考

生中脱颖而出，取得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