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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演奏教学中学生音乐表现力的培养探讨
文/梁峰

摘要：教师在钢琴演奏教学中需传授学生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同时教师重视对学生音乐

表现力的培养，以此增高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本文主要探究教师在钢琴演奏教学中培养学生音乐表现力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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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演奏能够提升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锻炼学

生的耐力和信心，还可以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的

身体协调性。有些学生在平常刻苦练琴，但在表演时

却缺乏表现力，导致钢琴现场表演效果不好，为此钢

琴教师需积极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

一、钢琴演奏教学中培养音乐表现力的意义

（一）有助于学生深度了解音乐

钢琴需要相对熟练的技术、技巧，需要有规律

的、科学的、恒久的训练。这种训练需要毅力、耐

力、信心和勇气。钢琴学习对于培养学生坚强的意

志、顽强进取的品质，以及踏实、严谨、科学的作风

都有良好的作用。学生想要要点演奏得好，必须深入

了解钢琴演奏作品，掌握钢琴作品的中心思想感情、

钢琴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创作风格。钢琴教师在教学

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详细讲述音乐作品

的相关知识，使得学生对音乐作品有充足的理解，学

生才可以在舞台上演奏出动人的钢琴音乐作品[1-2]。

（二）有助于学生充分感受音乐

钢琴的练习和演奏都是一种“生动的动态系

统”，始终要求专注的听觉、十个手指各自独立前提

下的灵敏积极活动，双手不同动作及其与全身肢体的

协调配合，这使得大脑的左右半球的技能获得同等发

展并增进互相协调能力。音乐表现力反映了钢琴演奏

者对作品的理解。为培养学生的音乐表现力，教师应

积极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作品的独特之处，引导学生在

音乐作品演奏时融合自己的感受。学生对音乐有自己

的深刻体会，才会在演奏出输出更丰富的情感，扩大

演奏的作品的张力大。因而教师注重培养学生音乐表

现力，能够让学生对音乐作品有充分的感受。

（三）有助于学生展开音乐想象

音乐艺术能够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想象力，不同的

学生对同一个音乐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教师在培养

学生音乐表现力时，注重引导学生根据音乐作品来展

开想象，想象音乐作品表达的情景，感受音乐作品的

情感抒发。学生根据自己的音乐想象，融入自己的思

想感情，才能够让自己钢琴演奏更具感染力。音乐表

现力与音乐想象存在较大关联，培养钢琴演奏的表现

为有助于增强学生音乐想象力。

二、影响学生音乐表现力的因素

（一）情感能力的影响

学生是否具备良好的情感能力，将会对学生理解

与感悟音乐作品的能力带来较大影响，同时也会对学

生是否可以在钢琴演奏中表达出音乐作品的内涵造成

影响。音乐作品本身含有浓厚的情感意蕴，能够引起

人们情感共鸣的音乐作品更容易获得认可，所以情感

能力能够有效促进学生音乐表现力的发展。钢琴教师

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深入感受音乐作品，并引导学

生在演奏音乐作品时融合自己的生活体验与情感，更

好地向听众传递情感。

（二）知觉能力的影响

知觉能力主要指的是学生在演奏钢琴曲目时所

发生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如果想要取得完美的钢琴演

奏，那么学生就需要科学判断音乐作品的各个要素，

并根据音乐作品来产生自己独特的想法，再借助钢琴

演奏来传达自己对音乐作品的看法。音乐感知力需要

学生在具备专业音乐知识的基础上，充分感知音乐作

品自身的主旨内涵与情感基调，在钢琴演奏过程中合

理控制弹奏轻重与频率，充分传达出自己对音乐作品

内涵与情感的理解[3-4]。

（三）听觉能力的影响

钢琴教学需要增强对学生听觉能力的培养。音

乐主要通过声音来进行艺术的传达，这需要学生准确

辨别音乐作品的音域、音色与音调。学生在充分掌握

音域、音色与音调等，才可以明显提高自身音乐表现

力。学生听觉能力的提升，需要长时间坚持进行听觉

练习与实践，为此钢琴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全面讲解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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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知识，传授钢琴演奏技巧，使学生可以准确分辨音

乐作品的不同声音要素，进一步提高声音分辨能力，

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音乐表现能力。

三、学生缺乏音乐表现力的原因

（一）教师教学原因

近年来学习钢琴的学生人数在不断增多，然而钢

琴教师的数量却没有明显增多，教师资源明显不足，

这使得钢琴实际教学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教学单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时间练习钢琴，会增加钢琴教学课

时，然而却又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科学合理的教

学计划，教师的教学节奏混乱，这使得学生难以在课

堂学习中掌握钢琴演奏知识与乐理知识，致使学生的

音乐表现力难以得到提高[5-6]。

（二）学生学习原因

大多数学生不具备扎实的钢琴基础音乐知识。

学生只有熟练掌握钢琴专业知识，才可以在钢琴演奏

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音乐表现力。然而目前大多数钢琴

教师在教学时注重传授指法与弹琴技巧，这使得学生

容易忽略钢琴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只有具备扎实的

专业知识基础，学生才可以在后续学习中继续熟练地

演奏钢琴，才可以让学生不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钢琴

表演风格与表演习惯，当积累了足够多的钢琴演奏经

验，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独特理解会转变为其音乐表现

力，为此教师需要重视教授学生钢琴基础专业知识。

此外，钢琴演奏表演信心、音乐作品表达欲望等都会

对学生演奏产生影响，部分学生由于表演经验不足，

对登台表演有着紧张、害怕的情绪，心理压力较大，

导致他们不能轻松完成钢琴演奏，表演效果差。因

此，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四、培养学生音乐表现力的策略

（一）增强学生对乐谱的研究

乐谱一般以书面的形式呈现，乐谱能够反映出作

曲者在创作时的心路历程与思想情感，学生有效研读

乐谱，不但可以让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内涵有更加深入

的理解，还可以让学生在钢琴演奏该作品时有更强的

表现力。学生对乐谱有充足的研读与掌握，能够提高

学生顺利完成钢琴演奏的概率。所以在钢琴演奏教学

中教师需积极引导学生深入研读乐谱，指导学生注重

研究乐谱的音符、节拍、调号等，同时教师要求学生

背诵与记忆乐谱中各个标记符所在位置。学生提前研

读好乐谱，在演奏前感悟乐谱表达的情感，合理划分

乐谱的大致结构，并进一步增强对乐谱标号与弹奏指

法的记忆。这样学生在正式钢琴演奏时才可以保持有

条不紊，提高钢琴演奏的音乐表现力。

（二）增强学生对音乐的感知

音乐感知实质上指的是学生对音乐作品的敏感程

度，它是学生进一步发展音乐表现力的基础。过去大

多数人觉得乐感是天生的，然而实践证明，乐感是天

生的这种观念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学生先天存在

良好的乐感有一定优势，但学生经过后天勤奋锻炼而

形成的音乐感知也有着重要作用，后天形成的音乐感

知具有更持久稳定的优势。学生可以良好感知音乐作

品，并且将自己情感融入音乐作品中，运用钢琴演奏

的形式来向观众呈现音乐作品，可以让钢琴演奏的现

场感染力与表现力都得到进一步增强。所以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增强对音乐作品的感知，引导

学生结合自身现实经验来领悟音乐作品，以此来有效

激发学生的钢琴演奏潜能[7-8]。

1. 积极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

学生在正式进行钢琴演奏前，首先得学会倾听

钢琴演奏的音乐作品。钢琴演奏时学生需要同时运用

双手来进行不同音高、节奏的弹奏，而且需让曲调间

的和声与旋律实现高度完美的配合。教师需在教学时

指导学生正确倾听钢琴作品，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倾

听，用心感受音乐情感。学生可以先想象钢琴弹奏的

音乐声音，然后再认真且仔细地倾听现实的钢琴弹奏

声音，细心比较脑海想象声音与现实声音之间的不

同，教师随即指导学生分辨钢琴弹奏曲目所想要传达

的情感意蕴。此外学生在弹奏钢琴时的手法轻重会影

响到钢琴弹奏的音色，若学生在钢琴弹奏时手法较

轻，则钢琴弹奏的音色会显得较虚；若学生在钢琴弹

奏时手法较重，则钢琴弹奏的音色会显得较为强烈，

从而给听众带来嘈杂的音响效果。因此教师应指导学

生科学控制钢琴弹奏的手法，使得学生可以用钢琴弹

奏出圆润有力、美妙的声音。

2. 积极对培养学生立体听觉

钢琴演奏的表现力较强，学生能够借助钢琴同

时弹奏不同声部，因此学生需积极锻炼自身多声部立

体式听觉能力。教师在对学生开展钢琴演奏教学的时

候，需加强学生的复调作品训练，通过多声部练习来

对学生开展有效的纵向听觉训练，提升学生多声部立

体式听觉。和声的轻重急缓都会直接影响到钢琴演奏

音乐情感，因此需要认真仔细地倾听钢琴演奏作品的

和声，深刻理解钢琴演奏音乐作品的情感表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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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学会运用和声来控制不同层次的作品演奏，让钢

琴演奏的作品拥有更强的表现力。

3. 积极培养学生感受能力

钢琴演奏在现代能够细分为浪漫派、印象派与现

代派等流派。钢琴琴曲风格、演奏方式等会因流派的

不同而出现差异。教师指导学生分辨钢琴演奏流派，

可以让学生更好感知钢琴演奏的魅力与灵魂。即使钢

琴曲的风格一致，不同学生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不

同学生便会有不同的钢琴演奏状态。所以教师在钢琴

演奏教学过程中，需运用有效策略来让学生认真倾听

与感受优秀的钢琴曲目，使得学生可以从优秀钢琴曲

目中吸收养分，增强自己的钢琴演奏音乐感知力。学

生只有对钢琴演奏保持热爱，并将自身情感有效融合

到钢琴演奏，才能够逐渐树立自己的钢琴演奏风格，

提高钢琴演奏表现力[9-10]。

（三）增强学生的节奏训练

钢琴演奏的关键内容是节奏，节奏也是创作钢琴

乐曲的重要根基。节奏除了指声音在局部发生的强弱

变化外，节奏也指的是在钢琴演奏过程中始终向观众

展示的一种搏动，节奏可以充分展示出钢琴演奏的生

命力。为此教师需要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节奏训练。

1. 积极对学生开展节奏训练

节奏训练是开展钢琴演奏教学的基础，节奏能

够呈现为长音与短音之间的交替，通过有效交替来构

成一种充满弹性的律动。根据节奏，音乐作品可以划

分出舞曲、夜曲等不同类别。教师务必要重视对学生

的节奏训练，让学生改变节奏只是简单弹准拍子的错

误观念，使得学生明白节奏是要掌控好乐曲的韵律。

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钻研乐曲节奏并反复训练乐曲节

奏，使学生能够在多次训练后形成良好的形象思维从

而更好地掌控乐曲的律动。然后教师再指导学生运用

钢琴来充分体现乐曲律动与特色，使得听众在乐曲演

奏中获得精神享受，让身心随旋律起伏跌宕。教师指

导学生练习钢琴弹奏乐曲的节奏时应叮嘱学生要维持

张弛有度的弹奏。课堂教学时部分学生不能够完全掌

控乐曲弹奏的节奏，弹奏的琴声过于松弛或过于紧

张，这大大降低了钢琴演奏的美感。为了让学生能够

有更好的节奏掌控感，教师需指引学生深度研读音乐

作品，并让学生对音乐作品开展重复的节奏训练。可

以让学生深度研读肖邦的《夜曲》，然后在实际训练

时，教师引导学生在钢琴演奏过程中维持左手六连音

的平稳进行，右手随着乐曲旋律能够自由行动弹奏。

学生合理掌控乐曲节奏，可以有效明确钢琴演奏乐曲

的表达诉求，从而让学生自由处理钢琴乐曲在弹奏时

的节奏，增强学生钢琴演奏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2. 积极对学生开展速度训练

钢琴演奏除了节奏处，另一核心是速度。在弹奏

钢琴乐曲时，学生既要向观众展示乐曲的节奏韵律，

又要借助弹奏速度的变化来向观众展示乐曲的风格。

弹奏速度会直接影响到钢琴作品的质量，因此学生在

弹奏时需合理调控速度。比如说学生对慢速的乐曲运

用快速的弹奏方式，则会让钢琴演奏的乐曲风格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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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学生在开展钢琴弹奏速度训练

的时，教师指导学生根据乐谱标记来开展速度练习，

教师要求学生只能在可控范围内改变速度，而且教师

需引导学生在训练过程中逐渐掌握速度分寸感，使得

学生有鲜明的演奏风格。在开展节奏训练时，学生容

易因乐曲情绪发生的变化而改变弹奏速度，这导致学

生的弹奏缺乏整体性。如：学生在面对简单的乐曲段

落时，会用较快的速度来弹奏；当面对比较复杂的段

落时，学生会用较慢的速度来弹奏。当学生弹奏的段

落具有比较强的节奏韵律，学生会快速弹奏，反之学

生会较慢弹奏。为了预防学生弹奏出现明显杂乱无章

的情况，教师需培养学生科学的弹奏速度意识，引导

学生注意钢琴演奏速度的整体协调性。作曲者通常会

在乐谱上清晰地标记出钢琴弹奏的节奏与速度等，比

如标记突慢、突快、渐慢等，确保乐曲可以得到完美

诠释。如果乐谱中没有对速度进行特别标记，学生就

需要维持弹奏速度，不得随意改变速度，使得钢琴演

奏风格能够具备统一性。所以教师需引导学生深度研

读乐谱，引导学生感悟乐曲的内涵与主旨，增强学生

的节奏训练以及速度训练，促使学生钢琴演奏的表现

力与感染力得到进一步提高[11-12]。

（四）增强音乐实践活动

音乐表现力能够通过后天的努力训练来获得，

学生在进行充足的音乐训练与实践后，其音乐表现力

能够得到有效提升。教师在教学时需要注意让音乐理

论知识充分结合钢琴演奏训练，教师鼓励学生尽可能

多的参加音乐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

音乐节奏旋律，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真心感受音乐情

感。同时学生积极进行音乐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积

累足够多的实践经验，可以让学生对钢琴演奏的信心

得到进一步提高，使得学生从心底里获得快乐，以此

进一步提高学生对研读音乐作品、参加钢琴演奏实践

活动的积极性。对出现怯场行为的学生，教师需耐心

辅导。教师可结合教学内容与教学进度，定期组织学

生进行表演观摩或艺术实践活动，积极鼓励学生参与

活动，使得学生能够逐渐消除害怕上台的心理，使得

学生在上台时的紧张焦虑感得到消除，可以轻松自在

地进行钢琴演奏，以此使得学生的音乐表现力得到进

一步提高[13-15]。

五、结语

音乐表现力对学生现场钢琴演奏有重要意义，情

感能力、知觉能力、听觉能力等因素会影响学生的音

乐表现力，教师在教学中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乐谱的研

读，积极对学生倾听能力、立体听觉、感受能力进行

培养。同时对学生节奏训练与速度训练进行加强，定

期组织学生进行音乐实践活动，以此来让学生对钢琴

乐曲内涵与情感有正确的理解，增强学生的钢琴演奏

自信，逐步提高学生的音乐表现力，从而完美完成钢

琴演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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