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音阶与琶音 

 

在大多的钢琴教学中，很多学生觉得音阶是最不愿意练习的，因为不容易练。

其实学生遇到的问题基本分为几类，最常见的就是指法不对，导致会错音，就会

整个音阶都不顺畅，还有一类就是速度不够，这绝对是个硬伤，速度不是一天两

天或者临场发挥就能达到要求的，需要平时的积累和慢慢提高的过程中最后达到

一定的速度，其实这些都和我们日常基础练习有很大的联系，下面为大家说一下

基础练习的重要性以及注意点。 

音阶和琵音练习属于技术类型的训练，在钢琴教学训练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和

作用。学生要想打下良好的基本功，就必须通过大量的音阶、琶音练习。该文主

要论述了音阶和琵音练习在钢琴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所谓音阶，就是将音乐中所使用的乐音按音高的顺序依此排列起来，形成阶

梯状的序列。所谓琶音，就是将同时发音的和弦各音按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的顺

序依此奏出而不是同时奏出的音。 

教学实践也证明，虽然音阶琶音弹起来和教起来都枯燥乏味，不易有“立竿

见影”的教学效果，但是由于钢琴演奏技艺性很强，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

的、长期的音阶和琶音训练。如果一个学琴者缺乏这种扎实的训练的话，当他开

始跨入中级程度后不久就会遇到困难，使他无法再取得更大的进步。 

由此可见，要想弹好乐曲的前提是先打好基础，把音阶琶音等基本功练好。

那么用什么样的练习方法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谈一

下音阶、琶音在这方面的重要性。 

1.音阶作为基本功的重要性  

人的十个手指天生能力不一样，而音阶练习要求每个音的力度要均匀一致，

练习音阶能够使手指得到平衡发展，并提高控制手指、运用手指的能力，还可以

帮助学生熟悉键盘的位置。 

全部的音阶，是由 24 个大小调式组成的。我们接触最多的欧洲钢琴音乐，

几乎全部属于这些调式。熟悉了音阶，也就熟悉了这些调式、调性。而在乐曲中，

常有音阶和音阶式的进行，往往这也正是技术难点。平时练习音阶，就为克服乐

曲中的难点事先做好了准备。相反，没有音阶练习的基础，一旦在乐曲中遇到音

阶临时练习，就要延误正常的学习进度了。表面上，音阶的音符是按顺序排列的，

认起来并不难。但实际上，把音阶弹奏得较快而又均匀是很难的。我们必须每天

认真地练习并长期坚持才能弹好音阶。 

那么，要用什么样的速度和力度练习音阶呢?要将音阶弹得速度快而又力度

强，不是短时期练习所能达到的。对于初学者，尤其是小孩，在速度力度的要求



上，应有一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开始阶段，应该慢而又弱，要求在

最自然、最省力、腕和指最协调的状态下弹出最均匀的音阶。然后依次过渡到比

较快比较强。在经过长期的慢练达到快而又强时，本质上应当依然是自然、省力、

协调的状态和感觉。 

2.琶音作为基本功的重要性 

钢琴音乐是一种和声音乐，和声的基础是和弦的连续，琶音又是和弦的一种

形式。因此，琶音在钢琴音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欧洲古典音乐中，琶音

或琶音类的进行相当普遍。弹好了琶音，也就是弹好了许多钢琴曲的片断。 

由于琶音是和弦的一种形式，练习琶音的过程也就是熟悉各个调性、调式的

各种和弦的位置、和弦的不同色彩的过程。弹琶音时，由于手位迅速转移，其难

度比弹音阶要大。其中，关键又在于手腕灵活的协调配合。所以，琶音练习可以

帮助获得良好的感觉和状态。弹好琶音，也离不开手指的积极主动。而且，手指

是在比弹音阶时更大的范围里运动，必然对手指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所以弹琶音，也就是训练手指的灵敏和活力。在速度方面也可以和弹音阶一

样，先慢后快。相比而言，练习琶音的速度可略慢于音阶。但最终掌握技术之后，

并不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差别。琶音所能达到的速度并不低于音阶。由于琶音的音

和音之间的距离较宽，在慢速练习中比音阶更容易显得孤立，所以尤其要强调动

作、线条、观念意识上的整体感和连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