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琴视奏训练 
一、必要性  

    

  钢琴视奏是钢琴考级必考内容 之一，也是钢琴演奏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演奏技能。想学

好钢琴，就必须培养良好的视奏能力，拥有过硬的视奏能力，你就能迅速地把握 音乐 作品

的整体结构，并提高 学习 的效率，同时也有助于你用最短的时间去浏览大量的作品，丰富

你的音乐语汇。视奏训练，不仅可以提高视谱能力，使你很快地掌握每一首作品，还可以熟

悉大量的名家名作，使你在中高级的学习中能更好地把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好的演奏家，

必定有出色的视奏能力，繁重的演出任务使他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熟悉、掌握并出色地去演

奏大量的新作品。即使作为一名音乐教师，也必须具有良好的视奏能力，才能适应教学、排

练等需要。钢琴视奏是任何一名钢琴学习者必备的技能，学习视奏的重大意义已无法否认。

但长期以来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仅有为数不多的教师把它作为教学内容之一，同时，系

统的教材及教学指导论文也寥寥无几!希望老师和同学们重视起来，每天用不多的时间去练

习视奏，却能得到高倍的回报。  

    

  二、训练 方法  

    

  1．正确读谱  

  拿到一首适合自己的新作品之后，首先要养成良好的读谱习惯，细心、正确地读谱，确

保读谱过程中没有错误，把乐谱“吃”透，这是弹好钢琴视奏的第一关。初学者从一开始就

养成正确的读谱习惯非常重要，这将使他们在今后的学习道路中走得轻松愉快，能够用最短

的时间很好地完成一首作品，而不需不断地“返 32"。尤其是不少学生一开始学琴时不注意

调号、指法等基本要素，导致他们在今后多年的学习中都为这些 问题 所困扰，进度大受 影

响 ，学习倍感吃力。在训练过程中还应限制读谱的时间，初学时时间可稍长一些，保证读

谱的细致，随后，在正确读谱的基础上逐渐缩短时间，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而又尽可能细致的

读谱。  

  在读谱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A．调号 拿到谱子后第一眼必须看到的就是调号，而且在弹奏过程中始终注意调号!

这一点极其重要。在钢琴考级视奏 考试 中，整曲都遗漏调号者，评分为“不合格”! 调号，

就如游戏规则，不守规则者可淘汰出局；调号，又如 交通 规则，驾驶员不能认为只要前面

没有障碍就可以往前开，还得考虑是否违反交通规则(如红绿灯)。  

  B．旋律与和声 仔细看清楚每一个音，特别是过高和过低的音及临时变化音，同时把调

号考虑进去； 分析 和声特点，观察该作品主要由哪些和弦组成；对于过高和过低的音与较

复杂的和弦可默记下来。  

  C．指法 看见音符的同时就必须考虑指法，并默弹。指法的设定相当重要(可用铅笔在

谱上注明)!好的指法可以使看似很难的乐句变得易于弹奏，且不易出错音。所以，任何作品

不论难易，均须在视谱阶段就选定 科学 的指法，并固定下来，不要随意改动，更不能在临

近考试、演出前随意改动指法，这太危险了!  

  D．拍号 音乐作品的节拍就如人的脉搏伴随着人的一生一样，贯穿每一部作品的始终，

它是音乐最基本的律动、节奏最基本的框架，就如人的脉搏或高楼大厦的框架一样重要。许

许多多的学生在表现音乐时都严格遵照谱上力度记号等表情术语演奏，却忽略了最基本的

“节拍感”，导致弹奏出来的效果缺乏律动感，就像人没有了骨架。  

  E．节奏 必须从一开始就学会打拍子，准确地“唱”出乐曲的节奏(必要时可用节拍器



辅助练习)。不少学生考级时视奏成绩总是不合格，主要原因就是节奏不对!音高一般都能够

弹出来，但由于不会打着拍子练琴，节奏凭着感觉弹，有些学生学琴两三年甚至连八分音符

与四分音符都分不清!从最原始的劳动号子开始，没有固定音高的节奏组合已经塑造了鲜明

的音乐形象，直至今天还有不少音乐作品是不需固定音高的，但不能没有节奏。这一切表明：

节奏，就是音乐的灵魂!  

  F．奏法 奏法是音乐情感表达的主要“元件”，许多小同学却经常对连音、跳音都分不

清。把连音弹断了则音乐欠优美，把跳音奏咸连音则音乐欠生动，尤其在“奏呜曲”等作品

当中奏法的转换非常频繁，时跳时连，应特别注意细心按照谱上标明的奏法去弹奏。  

  G．句法 句法中最容易被初学者遗漏的是分句，也就是常说的“呼吸”，它相当于语言

中的标点符号，是音乐 艺术 处理的重要课题。许多学生片面地认为分句就是把手提起来，

再简单不过了，事实上每部作品每一句旋律的呼吸都是不同的!分句就像人的呼吸一样重要，

但它甚至比维持生命的呼吸更复杂，因为它是融入情感因素的，一千种情绪就需要一千种“呼

吸”!有些学生摇头晃脑看似有表情的演奏，却连分句都置之不理，他真的投入了吗?  

  H．表情术语 用心去表现谱上所有的表情术语是音乐处理中最基本的要求。从读谱开

始就必须注意音乐表情术语，而并非等练熟一首作品之后再注意这一要求，否则，当你对作

品失去新鲜感之后再作艺术处理已经难以弹得 自然 而生动。考级中很多学生都能够把音符

弹得很准确，但却没有任何音乐表现，分数始终不高，原因在此。  

  1．难点 找出难点、重复默弹，必将使你弹奏得流畅、完整，不易“卡壳”。合理安排

读谱时间，不要在较简易及重复的段落上花太多的时间，需注意：“好钢用在刀刃上。”  

  当你觉得读谱后已经较有把握弹奏时即可正式进行视谱弹奏。  

  2．视奏全过程  

  A．心理控制 良好的心理控制能力非常重要。首先，应有充分的信心，不必过分的紧

张，否则，你的脑海中有可能是一片空白，你的弹奏在慌乱之中将断断续续，顾此失彼；同

时，要细致但不要过分苛求自己，如果你想在每首作品的第一次视奏中就达到完美无瑕，那

么你可能连完整、流畅都达不到；既要有信心又不能“轻敌”，不少考生在拿到视奏曲目后

总觉得很简单，便掉以轻心，不仔细读谱、认真视唱，且弹得飞快，结果丢三落四，不是丢

掉了调号就是不数拍子，连最基本的节奏(尤其是休止符)都弹错，最后结果当然是“不合格”！

8．确定速度 合适的速度将使你弹奏得细致、完整、流畅，速度的快慢应根据作品的困难片

段来确定，也就是说：困难片段你能够流畅地弹奏得多快，那么全曲就只能弹多快。许多学

生 考试 时往往因为乐曲开头部分较简单而弹得飞快，到了困难片段就不断地“卡壳”!应

该学会从较慢的速度开始练习视奏，争取一次到位地把作品弹得细致、准确、流利，必要时

甚至可以打分拍(慢一倍)，随着熟练程度的提高可逐渐加快到标准的速度。当然，过分的慢

速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大脑的反应能力得不到锻炼。视奏考试不仅检验学生的视奏能力，

也检验学生的 学习 方法 是否正确，平时不愿意慢练而不断制造错误、总是对与错循环的

学生这时可是“露馅”了!  

  C．视线的落点及提前量 眼睛要多看谱少看键盘，从初学钢琴开始就必须注意眼睛尽量

少停留在键盘上面，学会让每个手指自己“长眼睛”找到需要的琴键，熟悉指间距离和键盘

位置，避免视线呈波浪状上下起伏(看一眼谱子看一眼琴键)，同时，视线的提前量也很重要，

即：在弹奏前面的音符时眼睛已经看到后面、一 2 小节的音符，而且眼睛与手在谱子上的距

离越远越好，切记：眼比手快!做到这两点对你弹奏的连贯性将有极大的帮助。初学琴时，

家长可用笔给孩子指着谱子，引导他们多看谱，同时应注意视线提前量的 问题 ，千万不能

指一个音弹一个音。  

  D．弹奏过程  

  a．先合手弹 3—5 次 (次数根据作品难度而定)，每次均有目的地重复，有着重点地训



练。能够一次到位地把谱上的所有细节都表达出来当然是最理想了，但作为初学者遇到有一

定难度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么，从第一次开始就必须尽可能地细心，同时，每一次

的重复都必须有目的、有侧重点。如：第一次重点注意调号、音高、指法、节奏，准确、流

畅地把这四项基本 内容 表达出来，同时尽可能兼顾奏法、分句；第二次重点注意奏法、分

句、节拍感等；第三次重点注意 音乐 表情术语、音色控制、风格的把握，使作品生动、准

确地层现出来。  

  b．分手各弹 2—3 次 合手练习之后再分手练有助于检验视奏的准确性，弥补疏忽、遗

漏的细节。  

  c．合手弹 2—3 次 最后阶段的合手弹奏将比开始时的合手弹奏更加细致、准确、流畅、

完整而富有表情，为下一轮的学习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良好视奏的必备条件  

    

  A．从小开始每日训练 必须从开始学琴不久就进行视奏的训练，并且坚持每天练习(5

—15 分钟／日，根据难度，每天练 2—3 首作品，有时间当然多多益善)，千万不要错过培

养孩子视奏能力的最佳年龄阶段和最好的时机。视奏需要眼睛、手指、耳朵、嘴巴(唱)、大

脑等器官的充分合作，如能从儿童时期开始训练，这种高度协调能力便很容易形成。常说的

“童子功”，不仅包括演奏者的钢琴技术基本功，其实还包括了视奏、视谱能力，这常常是

被忽视的。在教学中笔者经常发现：两个学琴时间、钢琴技术相似的学生学习同一部协奏曲，

他们达到熟练弹奏要求所花费的时间会大不相同，有人只需两周，有人却要两个月，究其原

因往往就是两人的成长道路中在视奏训练上所下的功夫不同，有些学生一年下来所弹曲目屈

指可数，那么其视谱能力一定可想而知！  

  每周练习的曲目必须包括精弹和泛弹：精弹——指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需要花最多的

时间精心练习并作细致的 艺术 处理，以满足日后舞台演奏的要求；泛弹——指需大量浏览

的作品，有助于了解各种作品并提高视谱能力。由于量大，不可能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一首作

品上面，这时只需准确地弹出谱面的基本内容并掌握基本风格即可，这时，视奏就派上用场

了!在钢琴学习中，只有精弹，则视谱能力很难出色， 影响 学习的进度和曲目范围的拓宽；

只有泛弹，则你的演奏始终不能上台，永远都显得“不专业”。  

  B．合适的教材 如所有各种课程的教材一样，学习视奏当然也需要选择合适的训练教材。

不少学生由于喜欢某类作品便不愿意学习其他作品，这种“偏食”必然导致“营养不良”。

尽早学习各种作品，尤其是近 现代 作品(甚至是爵士乐)，有助于视奏能力的迅速提高。国

内系统的视奏教材不多，其中赵宋光、何英敏等编写的《钢琴视奏教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之一，当然，所有名家的钢琴作品都可选用，但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而定。  

  C．扎实的钢琴技术 必须重视基本技术的训练!毋庸置疑，基本技术是钢琴视奏的基本

工具，没有过硬的“基本功”，视奏能力练不出来!练习基本技术(音阶、和弦、琶音等)，对

键盘的熟悉、指间距离的把握、手指的灵活性和准确度的提高等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

坚实的基本技术为后盾，要想拥有过人的视奏能力简直是不可能的。  

  D．掌握基本的音乐 理论 知识 许多习琴者除了基本的读谱能力之外，对作品的调式

调性、和声、曲式等几乎一窍不通，完全没有 分析 能力，这也给读谱(尤其是背谱)带来了

很大阻碍。钢琴作品不是单线条的，而是立体的，例如：和弦结构与和声序进等都是多声部

结构的“筋骨”，只有了解其中的 规律 ，才能更理性地练琴、更好地掌握作品。业余习琴

者并不一定需要掌握非常系统、全面的理论知识，但对于所弹作品的调式调性及其对应的音

阶、主要的和弦及基本的曲式结构等是必须了解的，这不仅可以使你更理性地练琴、更易于

掌握作品，也是音乐艺术处理的必要手段。同时，有条件的学生如果能够学习一些钢琴即兴



伴奏的技术，对视奏能力的提高也必定大有帮助。  

  E.良好的音乐听觉 音乐听觉是控制、检验视奏中读谱的准确性、音色控制、风格把握

的总指挥。有些学生弹琴是不用耳朵的，在视奏时，他们甚至把全曲的调号都给丢掉了也浑

然不觉，更不用说对声音的控制了。任何时候都竖起耳朵倾听自己的演奏不必说有多么重要

了!那么，怎样拥有一双正确而敏锐的音乐耳朵呢?从小就开始音乐听觉训练，多听各种优秀

的音乐作品、仔细倾听自己的演奏就是最好的训练方法。音乐听觉的培养是提高视奏能力的

根本，更是全面提高演奏水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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