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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演奏技巧的训练与音乐表现力的培养探究
胡一曼

（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钢琴是西方高雅艺术的代表，在教学和培训中要充分注重技巧训练、音乐表现力培养，深化学生对于钢琴演奏的理解，进一

步提高音乐兴趣与器乐兴趣。要想更好地弹奏钢琴，除了扎实的基本功外，学生对于音乐细节的感知、把控力等也都十分关键。因而要

不断丰富高校钢琴教学与培训内容，适应广大学生实际需求、能力水平做出调整，帮助学生熟练演奏出动人的音乐曲目。本文探讨演奏

技巧与音乐表现力的内涵，并就高校钢琴演奏教学与培训现状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几点可行且有效的培养策略，希望能够为一线教育者

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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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弹奏与情感表达往往是分不开的，每个钢琴作品都有其

独特的思想情感，也自然需要弹奏者深入挖掘后表现出来。为了

让听众更加直接、深刻地了解这种情感，因此要对于弹奏者进行

大量训练，在扎实基本功与演奏技巧的基础上增加音乐表现力、

情感表现力训练，提高他们的钢琴弹奏水平。这也是高校钢琴专

业教学的重点，未来仍然需要丰富该方面教学内容，并不断创新

教学形式，给广大学生营造出适宜弹奏联系、情感体验的优良学

习平台，奠定他们在音乐领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演奏技巧与音乐表现力内涵

提高钢琴演奏能力实际上就是掌握更多演奏的技巧与方法论，

在此方面有手指技巧性练习和技术练习。首先来看手指技巧性练

习，包括音阶、和弦、琶音等，要克服每个手指的弱点，让手指

具有较强支撑力。再来就是练习技术，包括指法、体态配合与心

理调节等，通过大量重复练习，来提高对于作品的认识。甚至于

钢琴演奏的音乐表现力也十分关键，必须着重培养音乐感知力、

音乐鉴赏力，逐步引领与钢琴作品产生共鸣，了解其中的情感变

换与深层次内涵，从而增强音乐表现力。笔者认为，音乐悟性与

音乐感知是相辅相成的，也都是深化学生音乐表现力的重要部分。

强调技巧训练的同时，也要引导学生把握意境与曲调，随着音乐

表演水平提升实现音乐内涵、价值的深层次了解。以此强化学生

钢琴演奏水平，切实提升他们的艺术素养与综合素质。

二、当前钢琴演奏教学与培训现状分析

（一）学生基本功不扎实 

当前教育与培训背景下，许多学生在识谱、指法、节奏等基

础方面存在欠缺，直接影响了对乐曲的准确演奏和情感表达。例如，

弹奏一些经典曲目时，由于对复杂节奏型的把握不准确，导致节

奏混乱，无法呈现出作品应有的韵律感。笔者分析，这与初始学

习中对于基础训练不够重视息息相关，如果老师不能引导学生进

行系统、扎实的基础练习，就使得学生在后续学习高难度曲目时

力不从心，演奏水平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即使学生能够弹出乐曲，

也是不够生动、没有灵魂、缺乏情感的，演奏十分生硬。

（二）学生缺乏表演信心

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不少学生虽然具备一定演奏技巧和方

法论，但在公开表演中往往由于过度紧张而怯场，导致了最终演

出效果不佳，无法展现自己的真实水平与生动一面。也就是说，

还有许多钢琴专业学生缺乏表演信心，缺乏相应的展示与实践机

会。当然，也由于学生日常训练中在表演心理、舞台表现方面缺

乏针对性训练，而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练习环境中，值得我们深

刻反思。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应当在今后的教学中创造更多学生

表演的机会，帮助克服舞台恐惧感、缓解巨大心理压力，让学生

们轻松、自然、自信地完成钢琴演奏，大幅提升音乐表现力。

（三）教师专业素质不高

部分高校钢琴演奏专业教师的专业素质不高，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教学质量。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理念固化、方

法陈旧单一，缺乏对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技术的运用能力。他们

往往局限于传统的示范与模仿教学模式，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同时，部分教师自身的演奏水平和艺术修养有限，

无法为学生提供高水准的示范和专业的艺术指导，在面对一些高

难度曲目和复杂的演奏技巧时，难以给予学生深入、精准的讲解

和示范，使得学生的学习效果大打折扣，无法满足钢琴演奏专业

教学的高标准要求。这也给今后艺术教育更多启发，要求贴近真

实的教学需要，突破传统的桎梏与限制，真正构建适宜大学生基

础训练与技巧提升的优良学习环境，任重而道远。

三、钢琴演奏技巧的训练与音乐表现力的培养策略

（一）增强学生心理素质

钢琴演奏教学与训练中合理展示学生真实水平、强化心理素

质与韧性，直接关系到他们今后是否能够在舞台上完美演奏出作

品，并展现出卓越的音乐表现力。因此，教学之初就要注重学生

能力素质训练，以对于钢琴演奏的深刻、正确认识，帮助他们打

牢舞台表演基础。首先，要让广大学生认识到钢琴演奏绝非仅仅

是展示个人技巧，还承载着文化传承、情感传递等诸多意义。如

果学生能够正视，并从内心深处认同，势必会油然而生庄重、严

肃的心情，自然不会怯场。那教师在教学一些经典钢琴曲目时，

就要带着学生了解作品背后的时代背景、作曲家的创作意图，让

学生明白每一次演奏都是与历史对话、与观众共鸣的机会，帮助

激发他们内在的动力去克服心理障碍。其次，要在每次钢琴演奏

前给学生以鼓励、赞扬。那么，无论外界缓解多么变化、陌生，

台下的观众无论多么严肃、紧绷，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熟悉的内容，

积极调整心态与状态，快速找到演奏重难点并把控整体演奏过程，

应对自如。这既是对于学生心理素质的考验，也是对于教师教学

技巧、交流沟通等的证明。给学生加油打气，也给演出表演的机会，

哪怕是最小型的表演中也有点滴收获，也带给学生信心和支持。

最后，对钢琴作品的精准解读是心理自信的源头。学生应深入钻

研各种钢琴文化作品，把握旋律、节奏、和声等元素所蕴含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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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密码，在演奏时胸有成竹，按照自己对音乐的深刻理解自然流

淌地弹奏。比如，弹奏一些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就要捕捉到其

中细腻的情感起伏，以情带技，而非单纯机械地重复动作。如果

日常训练中就注重在此，达到心手合一的境界，势必能够让钢琴

表演舞台充满感染力，也帮助学生驱散紧张，以自身沉浸式表演

带给观众、听众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反复练习弹奏技术

钢琴是西方演奏的代表性乐器，与其他乐器一样需要扎实基

础做铺垫。而如果没有扎实基本功作为支撑，就相当于建筑施工

没有基底，是十分不坚固可靠的。因此，在高校钢琴专业教学中，

对于学生的培养引领要从最基本的理论知识开始，教授基础乐理、

基本钢琴手法与技巧、简单情感表达等，逐步深入到学生内心形

成正向引领，奠定学生在钢琴领域发展的坚实基础。在基础课程

之上，还有必要结合学校特色开设网络选修课、特色的项目与任

务等，让学生的钢琴演奏建构在兴趣和专业基础上，演出灵魂和

情感，演得灵动而具有生命力量。站在演奏者角度来说，也要十

分清晰自己的目标，分析要达到的艺术效果并进行针对性训练。

具体来说，演奏者要从创作者的视角来了解作品的内涵，尽可能

地还原钢琴的细节，保证各个音段的流畅、连贯，并在技术训练

中掌握关键的弹奏技术，通过反复练习找到自己的风格。如果把

握不够准确，还可以请教老师、专家，或者是在同学之中表演和

互评，帮助找到练习方向。以此深入把握连音、跳音等，根据手

肘和手臂的重心来调整自己的手指，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姿态，尽

量减少体力，保证自己的发挥。相信通过大量弹奏练习，演奏者

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并有效提高弹奏水平、表演水平，

带来丰富、饱满、趣味的钢琴曲目表演，用音乐表现力感染更多

观众和听众。

（三）有效分析作品背景

钢琴弹奏训练以及表演之前，都要对于作品的背景深度分析

和透彻了解，才能够把握其中的情感流动。笔者始终认为，一首

优秀的钢琴曲宛如一部情感史诗，背后凝结着作曲家深厚且独特

的情愫。其诞生往往依托于特定的创作环境，或波澜壮阔的时代

浪潮，或静谧幽微的个人心境。当我们的社会阅历足够多时，必

然能够与作品中的某个部分、某个细节形成共鸣，即与作品形成

连接。而演奏者如何呈现作品，如何找到这些细节部分并放大，

就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演奏者本身演奏技巧与音乐表现力的综合

体现。教学过程中，开始时教师也要了解钢琴曲目的背景，全方

位进行分析并娓娓道来，给学生做出合理示范。比如，对于《命

运交响曲》的欣赏教学，可以从音乐家的生平出发，介绍贝多芬

双耳失聪却顽强抗争的人生经历，学生便能明白那激昂澎湃、震

撼人心的旋律，是作曲家对命运不公的怒吼，是永不屈服的生命

宣言。知晓了这些，学生在弹奏时，脑海中会自然浮现出贝多芬

坚毅的面庞，手指下的音符也不再空洞，而是饱含力量。这也适

用于教授一些红歌、时代歌谣，让学生演奏起来掷地有声。进一

步地，学习钢琴曲目风格，通过模仿强化音乐学习能力、表现能

力。学习莫扎特作品中的灵动、欢快；学习肖邦作品中的深沉与

忧郁……以对于作品风格的精准把握和呈现，也将使得学生在演

奏中能够快速找到不同作曲家作品的情感基调。如此，学生深度

理解音乐内涵，将自身情绪与作品完美融合，在演奏中充分调动

情感，以富有感染力的弹奏引领听众沉浸于音乐的奇幻世界，达

到技术与艺术双重演绎。

（四）指导音乐细节感知

钢琴演奏技巧的训练与音乐表现力的培养过程中，指导学生

进行音乐细节感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以强有力的音乐感知，在

整体之下丰富细节，将使得学生们的钢琴演奏更具完整性、丰富

性，也是钢琴演奏技巧训练与音乐表现力培养的最重要部分。因

此，广大教师务必引导学生在日常训练中潜心钻研乐谱，深入乐

曲“语言”“风格”，从音符、节拍、强弱记号等各个细微之处，

探寻解决弹奏问题的方法，切实提升弹奏能力。在此基础上，还

有必要朗诵乐谱。学生需要将整首曲子的每一个乐句都烂熟于心，

增强记忆与理解，帮助在脑海中建构乐曲框架，演奏时自然游刃

有余。当然朗诵也不是凭空想象，可以模拟弹奏的过程，为之后

真实演奏做好铺垫，确保演奏的连贯性与流畅度。对于乐曲中的

各种音乐记号，如连线、跳音、重音等，如同隐藏在乐谱中的密

码，它们暗示着乐句之间的呼吸、起伏与层次变化。学生在学习

时，要格外留意这些记号，仔细揣摩它们所传达的演奏要求，梳

理清楚乐句间的内在联系，使演奏更加贴合乐曲原意。只有对于

这些细节音乐部分完全掌握了，才能够让演奏过程饱满而丰富、

精确且合理，最终完整呈现一首钢琴曲目。对于教师来说，以自

己对于细节的充分感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与合作实

践，在课后主动反思音乐作品，深入挖掘作品背后的含义，将对

细节的感知内化为自身的音乐素养，进而逐步提升音乐表达水平。

对学生而言，加强自我监督与管理，对于每一次演奏都当作一次

全新的音乐旅程，关注并强化对于音乐细节的感知训练，在钢琴

演奏之路上行稳致远，绽放光彩，也为今后进入音乐领域或养成

优良兴趣爱好、演奏习惯奠定坚实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每一首钢琴曲目都蕴含着独特的情感与内涵，而

要想把这一部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除了要求弹奏者掌握熟练

的演奏技巧之外，还需要极强的音乐表现力赋能。对于钢琴专业

教师来说，就需要提升自己的弹奏水平与音乐素养，并学习音乐

教育的更多创新理念与技术，不断提高教学成效。通过心理训练、

基本功训练与音乐表现力的强化，相信每一位钢琴专业学生都能

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让钢琴演奏更具有生命力与感染力。

参考文献：

[1] 周新洋 . 浅谈如何使用演奏技巧来提高钢琴演奏中的声部

独立性——以李斯特《伊索尔德的爱之死》为例 [J]. 音乐教育与创

作，2024（01）：74-77+44.

[2] 林别嘉 . 传统音乐文化如何融入音乐表演课程——基于钢

琴演奏教学的实践探索 [J]. 中国民族博览，2024（01）：119-122.

[3] 高杰，代菲 . 钢琴艺术课程情感教学特点与方法——评《音

乐与心灵的对话：钢琴演奏技巧与艺术鉴赏》[J]. 中国教育学刊，

2023（12）：139.

[4] 王盈莉 .“互联网 +”背景下微课在钢琴演奏教学中应用

的多维模式 [J].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23（04）：97-100.

[5] 森彦莹 . 钢琴艺术的发展史与表演技巧探析——评《钢琴

演奏技巧与表演艺术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2023（07）：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