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钢琴弹奏的基本要素 

 
一、初学识谱 

首先，我们要克服对简谱的依赖，刚开始看到五线谱的时候，大家

或多或少会有些困惑，望着一个个有尾巴或者没尾巴的“小蝌蚪”，大

家心理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迷茫。但是，随着时间的练习，学生们就会

慢慢习惯五线谱。 

1.音乐空间：用音乐家的语言来说，音符的高低位置通常会叫做音

乐的空间，在作曲家把它记在五线谱上时，确实会表现出一种空间。 

2.识谱方法：学音乐就是在学习识谱，而识谱的关键在于要用脑子

来记，也就是说，学习钢琴的人要养成记谱的好习惯。在看到五线谱时，

音符往上进行时要记得手也是往上进行的，与其相反，音符向下进行时，

要记得手也是随着向下进行的。有些老师会让学生像在背书一样，背第

一间或第一线上是什么音，其实这样并不能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读谱习惯，

更何况五线谱上的各条线和各条间并不是固定所表示的某一个音，它会

随着谱号的变化而变化的。 

 

二、手的位置与坐姿 

弹钢琴是一种全身心的运动，为什么这样说呢？例如：大脑、耳朵、

眼睛属于“心”的话，那么，属于“身”的部分，应该就是弹奏时肩膀

和整个手臂了。 

1.学习手型：在放在钢琴上的时候，手臂应自然下垂，手成弧形，

注意手上的第一关节、第二关节和第三关节的放置位置。 

2.手腕的应用：手腕是连接手掌和手臂的枢纽。它是在弹琴时，由

手臂的力量传送到指尖的一个“通道”。手腕如果是僵硬的弹奏，这样

的音色是粗硬的；与其相反，放松的手腕，弹奏出来的音色是优美的。

手腕是弹奏各种音色、各种弹奏方法的关键，因此，在学生学习钢琴时，

手腕上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 

3.手指的运用：五个手指中，大拇指是最短的，而在钢琴弹奏中，

要记住其分量。二指和三指是最灵活的手指，三指是最长的手指，整个

手的中线，应让它和键保持直线，手在钢琴上所放的位置就不会歪了。

第四指和第五指是最弱的指。 

4.钢琴坐姿：很多人会认为，练琴时间越长越好，甚至认为练得手

酸背疼的才算数，这就不科学了。坐姿也是很重要的，琴凳的位置和做

的前后是很重要的。靠背凳是不能使用的，因为弹琴时是不可能往后靠

的，如果这样，重心就会向后，这样就不可能把肩部的力量传到指尖上

来。对钢琴来说，坐姿是非常重要的。 

 

三、训练原则 

1.练琴时间：谁都知道，练琴是练技巧、练脑子的，而不是练时间

的。可偏偏会有很多学生会问：“像我们这样的程度，该练多长时间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问答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这首乐曲里的技巧是什么，

在哪个地方会遇到困难，其次要记住教师讲解的练习方法。 



2.练琴规律：一般练琴，先练习手指基本功，然后是练习曲，接着

是复调练习，最后是练习乐曲。初学的时候，教师可根据程度来选择所

练习的曲子。也可以先把新曲子练会，再复习旧曲子，先练习旧曲子，

就会越练越熟练，而新的曲子会不想练。此外，学生们还会忽略很多容

易出现的坏习惯，例如：不看乐谱、不顾姿势等，而在早期阶段，一个

良好的习惯养成，是比一首乐曲是否弹熟更为重要的事情。 

 

四、手指的训练 

学生们对手的静止姿势有了初步的认识后，就应转为基本功的训练。

基本练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五指练习、音阶练习、琶音练习等等。 

1.五指练习：五指练习的基本要求是弹奏时手腕保持平稳，和琴键

面保持平衡，练习时应高抬指，慢练为宜。 

2.音阶练习：很多人会忽略音阶的练习，有人甚至会认为，弹音阶

是件很无聊的事情，这是非常错误的。音阶虽然弹得时候很简单，但当

运用到乐曲是，并非是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快速的穿指和速度的均匀，

因此，弹好音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3.琶音练习：在练习琶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腕上的动作，不能

弹奏琶音时手腕来回翻越，这是不正确的。在弹奏琶音练习时，应和音

阶的穿指规律是一样的，这样才能把琶音练习弹奏的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