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琴集体课教学技巧之力度的表现 

音乐的本质，是人类的感受、思想和意识的一种本能的表现，是一种自然流露，它是听

觉的、感觉的。正因为它是听觉的、感觉的，所以不能缺少力度的变化和表现，丰富多彩的

力度表现手段，使音乐的表达更加细腻，更加完美，更能因产生共鸣而被人所接受。  

 

在音乐中，力度的运用是很讲究的。它不仅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而且造成音乐的

对比和发展。力度在音乐中的表现意义与语言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我们说话时，弱的声

音可能比较温柔亲切，或带有神秘色彩；而强的声音，则可能令人激动，振奋或者是紧张。

一个好的讲演者，在力度的运用上会是非常精彩的。力度的强弱程度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如

多少分贝算是强，多少分贝算是弱。一般来说作曲家在乐谱上标有详细的力度标记，如：f、

p、mf、mp、sf、pp、ff、diminuendo.、crescendo.等。从最弱的到最强，通常可分为十几个

层次，每一个层次的力度都是一个相对值。但是无论怎样细标记，都无法把声音的层次表达

清楚。音乐的表现是无限的，它需要演奏者的创造和展示。 

  

著名钢琴教育家涅高兹在他的《论钢琴表演艺术》一书中写道：“钢琴家最易获得成效

然而也是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形成声音的多层次。”钢琴的艺术也是声音的艺术，而力度则

表现声音的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力度的变化产生的音响可以表达出愤怒的狂号、

急风骤雨、雄伟悲壮、奔腾豪放、果敢刚烈等强烈的情感，也可以表达低声倾诉、喃喃细语、

安慰、爱抚、叹息、抽泣、甜蜜、微笑、幸福、爱情等内心的复杂情感，也可以表达空谷回

声、黄昏钟声、高山流水、粼粼水波等大自然的奇观美景以及阳光、月色、云彩、微风等看

得见摸不着的物体。总之，力度的变化使音乐的表现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和表现范围。  

 

任何演奏总是以发出的声音、制造出声音为其目的，那么无论你演奏的是练习曲还是艺

术作品，必然就是在声音上下功夫，说得更确切些，就是通过练习力度的各个层次来展现声

音的各种效果，达到阐述音乐内容的目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初学乐器者在力度运用上要么

是能力有限，控制不了乐器的力度，要么就是对乐谱上的力度标记视而不见，对自己的演奏

麻木不仁，结果演奏得平平淡淡，毫无趣味而言。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缺乏乐感”。在学

钢琴的过程中，如果只是学会花大量的时间把音符弹响，这样的学习似乎代价太高了。  

 

    情感对于人类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年龄的差别。音乐艺术正是情感的艺术，它的

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情感表现、表达，非词语的交流、沟通。音乐教育的作用就是如何通过用

音乐表现手段来启发、调动潜能来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能够逐步的理解音乐，享受音乐，

并在弹奏中真正体会到学习音乐的乐趣。 

     

    钢琴集体课是一个具有全新观念、全新方法、全新信息的音乐教育体系。它不仅能够激

发学习兴趣，而且具有渲染性、新颖性和多样性。它不是单一的学习弹琴技巧的课程，而是

包括了与音乐相关的各种课程，是一门综合的教学课程。在钢琴集体课中学习力度控制，力

度表现具有很强的优势：第一，它可以通过课堂讨论解决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初学钢琴的学

生，大部分对于五线谱、乐理知识不熟悉，因此在第一堂课的学习时，先学习认识音符、谱

号、拍子等，然后把所学的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组合成几个小节，由学生共同讨论,

加上力度的标记如：mf、mp、f、p、crescendo、diminuendo 等，最后打拍子唱出音符的时

值同时唱出力度的标记。通过这样的学习，学生们记得牢，基础扎实。第二，可通过课堂讨

论，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如在学生在学习某一个作品时，对某一处的力度表现没有把握，或



者是乐曲中各乐句、段落力度的安排等，都可以通过集体讨论达成共识。使同学们共同享受

和体验取得成果的快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习，不仅生动活泼、趣味横生，而且促进了学

生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效率。 

     

    通过在钢琴集体课中强调力度的表现，使学生在学习钢琴的开始就重视力度的变化在乐

曲中的作用。第一堂课，有针对性地对力度方面做练习，如：在节奏练习中、在技巧练习中、

在练习曲中乐曲中、合奏中无时无刻不强调力度的表现，并在练习中运用，使力度的表现在

日积月累中潜移默化，养成一种在任何时候弹奏必须带有乐感的习惯，而不是只看音符不管

强弱记号。 

     

    集体钢琴课不仅仅是学习，同时也是观摩的好机会。在课上，回课就是观摩，在观摩的

过程中，每个同学都可以学习到其他人的长处，同时也看到别人的不足。比如：某位同学在

某一个乐句，运用了特殊的力度变化，而使乐句有种惊人的效果，或是某位同学在力度的层

次把握的很好等等。因而能取长补短，比较优劣，在不断的观摩比较中逐渐训练听力，提高

了听觉的灵敏度以及对声音好坏的鉴别能力。 

     

    在钢琴集体课中，自然形成了一种压力感，这种压力感迫使每一个学生努力把力度的表

现做好。每堂课，每一位同学都必须在其他同学面前演奏，由其他同学给予点评。他/她弹

奏时的好坏、力度的变化是否达到要求，同学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个人的评语也直接

受到影响。因此，课堂的这种环境，增强了他们的竞争意识，使得学生们努力的追求完美，

力争得到最好的表现。这种压力感不仅锻炼心理素质，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演奏能力，使他

们的演奏水平迅速提高。 

 

    在钢琴课集体中，有一项是钢琴个别课所望尘莫及的——合奏。合奏是对学生力度控制

能力的检验。在合奏中，无论是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以及多声部等，每一个声部都是一

个角色，并且角色与角色之间又要相互关联。因此，要使每个学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力度

的控制及协调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合作之前，每个人除了熟悉自己的声部外，还要熟悉其他

声部，只有这样，才能在合作过程中做到精雕细刻，才能真正感受到音乐作品的立体感和整

体感。在练习过程中，音乐感好的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良好的音乐感能够感染、带动、

启发音乐感较差的学生，提高他们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对力度变化的控制能力。同时使学生

懂得在合奏时淡化自我，个体服从整体的集体意识，掌握音乐表现和力度控制上的分寸感与

默契感。 

     

    由于钢琴集体课训练中的合奏训练，加强了学生的声部感，提高了他们对声部的认识。

因此，对培养学生理解作品中声部的立体层次感非常有好处。使他们了解即使是简单短小的

乐曲，或是基本技巧的练习，都可以运用力度的不同，分出不同的声部。例：汤普森的小曲

《青蛙合唱》是一首单二部曲式的小曲，它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小青蛙，另一个是老青蛙。

作曲家用不同的声部来代表小青蛙和老青蛙，如高声部是小青蛙，低音声部代表老青蛙，左

手部分则是伴奏。这时，右手部分，用了两个不同的力度分别弹奏两个不同声部的两个青蛙。

小青蛙比较幼嫩，因此它的主题在高声部，用弱奏“p”，老青蛙则在低声部用“f”的力度，

这是第一、第二个层次；左手的伴奏要比右手轻，因此用“pp”和“mf”的力度来弹奏。

这是第三、四个层次；由于乐曲是 3/4 拍，必须要弹出 3/4 的特征：第一拍要强一些，所以

要用一个重音来突出第一拍，力度要比“pp”和“mf”稍强一些。这是第五个层次。从上

面的分析来看，乐曲中用来表示各声部就用了五种不同的力度层，除此之外，乐曲中还有乐



句的起伏及节拍等，因此，整首乐曲需要八到十种不同的力度。又如：技巧练习中的五指位

置、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的练习等，同样可以在练习中表现力度的变化，分出不同的声

部。例如：训练手指的教材哈农、什密特手指练习等。通过加强延长某一个或两个音来训练

各个手指的力度，提高手指的控制能力，同时也对声部进行了训练。 

     

    分解和弦，粗略的看不外乎是一个单音旋律线条，但实际上它与和弦之间是有关系的。

他与和弦一样，常需突出和弦的低音或高音。如果在乐曲中运用得好，就能很清楚的分出层

次。如：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卷第一首前奏曲就是以分解和弦的方式写的。作者非

常清楚的表示要弹出三个层次，左手两个层次，右手一个层次。毫无疑问，低音声部是需要

突出的用“f”，其次是右手的高音声部“mf”。最后地得中音声部“p”。 

     

    力度的表现在音乐中并不是一种外部现象，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强弱变化，它总是同音

乐要表现的内容、刻画的形象、传达的意境、抒发的情感连在一起。理解分析作曲家为作品

所做的力度标记，懂得音乐表现的自然倾向和音乐表现发展的自然趋势，是钢琴集体课教学

的目的。教师要善意于启发、引导、培养和发掘学生塑造多种声音及情感的能力。注重对学

生兴趣、情感的激发和诱导，使他们不但会弹琴，也善于捕捉乐曲中人物和事物的最敏感动

态。养成用心去体会、用耳去倾听，用耳去辨别的良好习惯。充分利用钢琴集体课教学形式

灵活多样，课气氛生动活泼的特点，学会把正确的力度运用与正确的声音结合起来，懂得听

什么和怎么听，有了良好的开端学生以后的钢琴学习会受益无穷。 

     

    钢琴集体课突破了一对一的“知识传授”传统教学的旧有模式，使学生走出封闭的琴房

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中学习、交流，努力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体验

探索，课堂上同学间的相互交流合作精神培养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并使他们的综合音乐素

质全面提高，使知识结构适应社会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