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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音阶琶音的训练 
◆葛依琳

（湖南师范大学  410006） 

摘要：音阶和琶音是钢琴基本技术训练的内容之一，它犹如一个知识的

储备库，时刻准备着为提高钢琴演奏水平贡献自己的力量。本文采用文

献研究法、讨论法和经验总结法，根据音阶琶音的分类及弹奏要领，结

合笔者自身在日常训练中的弹奏经验和总结着重阐述音阶琶音的训练方

法，包括分手练习法、同向反向练习法、变节奏练习法和指法归类法，

并举出相应的谱例进行分析和描述。 后提出音阶琶音训练中常见的问

题和解决方法，以期为广大钢琴学习者提供些许理论性的帮助。 

关键词：音阶；琶音；弹奏要领；训练方法 

1 绪论 
音阶琶音在钢琴学习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钢琴技术训

练的基础。弹奏好音阶琶音，能为学习者更好地演奏钢琴作品、
提高演奏水平做好技术准备。如果音阶琶音弹不好，就无法准确
表达出作品的内涵，也会造成作品的不完整性。本人在钢琴学习
时深刻认识到了音阶琶音的重要性，并对此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和
研究钢琴音阶琶音训练的想法。由于在钢琴学习中对音阶琶音的
训练有一定的感受，故选此题为我研究的选题。 

了解音阶琶音的分类及弹奏要领能进一步丰富钢琴音阶琶
音训练的理论知识，为钢琴学习者和钢琴教育者提供一定的理论
支撑。学习音阶和琶音，不是简单地识别各个音然后进行弹奏，
而是要了解弹奏的基本要求和方法。掌握音阶琶音的训练方法并
找到其指法规律对练习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音阶和琶音是钢
琴技术训练的基础，它们可以作为一种钢琴织体的形式隐藏在各
类风格的钢琴作品中。对于钢琴学习者而言，弹好音阶和琶音对
解决钢琴作品中的技术难题起着重要的帮助作用。对钢琴教学者
来说，引导学生准确地弹奏音阶琶音对弹奏好钢琴作品，准确地
掌握演奏技巧有着实际意义。 

目前国内外研究音阶琶音练习的学者不在少数，有学者参考
《哈农钢琴练指法》一书中音阶琶音的练习来专门研究其指法规
律、调号调性等。魏廷格《钢琴学习指南》一书中有两讲内容阐
述了音阶和琶音的重要性以及常见的弹奏问题；葛德月《朱工一
钢琴教学法》中也有一章专门介绍朱工一教授对钢琴弹奏方法的
见解。不少论文期刊也有对音阶和琶音的训练的研究，比如说武
淑红在《音阶、琶音弹奏面面谈》中研究了音阶和琶音的指法规
律、调式、调性、调号等，并指出了音阶琶音在练习过程中应该
要注意的问题；聂娜在《浅析钢琴演奏技巧中手腕的重要性》一
文中指出了手腕在音阶琶音训练中的重要作用；庄庆春的《浅谈
钢琴演奏基本技术训练的要求》明确提出了音阶和琶音的训练要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我们该如何去训练；陈比纲的《钢琴教
学中的音阶琶音训练问题》为广大钢琴教育者解决了在钢琴教学
中音阶琶音训练的问题。《麦克法伦综合规模和琶音手册》涵盖
了较广泛的音阶琶音的练习。 

大多数文章从音阶琶音的指法规律及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
入手，给学习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本文从音阶琶音的分类及训
练方法入手，期望为广大钢琴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2 音阶琶音的分类及弹奏要领 
音阶就是将调式中的音按照音高顺序依次排列起来，形成阶

梯状的序列；琶音是指和弦音按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
弹出，也可叫做分解和弦。 

钢琴演奏是一门技术性极强的艺术，朱工一教授曾说：“技
术，是为了表现各种音乐形象所必须掌握的各种手段，就像美术
中的素描与书法中的笔法一样”。在钢琴作品中，常有音阶和音
阶式的进行，琶音作为和弦的一种形式，在钢琴音乐中同样占有
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同时期的作品对手指弹奏的要求不一样，在
弹奏作品时，能弹奏好音阶和琶音，便于我们表达好不同作品的
音乐特征。音阶琶音的练习，能帮助我们熟悉琴键的位置和调式、
调性，提高手位迅速转移的能力，锻炼手指、手腕、肩、臂、肘
的协调配合，为克服作品中的技术难点提前做好了准备。不仅仅

是在钢琴作品中有音阶琶音的运用，在许多声乐伴奏作品里，音
阶琶音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弹奏好音阶琶音对钢琴学习者
和钢琴教学者来说都有重大的意义。要训练好音阶琶音，我们可
以通过了解音阶琶音的分类及弹奏要领，掌握其训练方法，系统
有效地进行练习。 

2.1 音阶琶音的分类 
我们可以将音阶分为单音音阶和双音音阶两大类。在单音音

阶中，双手平行八度的同向、反向音阶是我们平时 常见的，也
是练习得 多的，除此之外还有半音阶、双手平行三度、六度、
十度的同向、反向音阶；在双音音阶中（包括八度音阶和八度半
音阶），同样也可以分为平行三、六、八、十度的同向和反向音
阶。 

琶音的分类我们可以分为长琶音和短琶音两种，我们通常练
习主三和弦及其转位的琶音、属七和弦、减七和弦及其转位的琶
音。长琶音中同样也有平行三、六、八度的同向、反向练习。 

2.2 音阶琶音的弹奏要领 
“穿指”和“跨指”是音阶琶音弹奏的要领。“穿指”是 1

指从其他手指下方穿越弹奏的方法；“跨指”是其他手指跨越 1
指弹奏的方法。1 指的“穿指”要提前做准备，手腕平稳地横向
移动，肘部积极配合，避免因为来不及换指而在转指处弹成跳音
导致声音不连贯。弹奏时（尤其是转指时）要注意控制好力度，
做到与其他手指弹奏的声音统一、均衡。 

在弹奏音阶琶音时，手指要独立、积极地弹奏，触键十分重
要，每个手指都要有准备的触键。慢弹时高抬指，注意手指、手
腕、肩、臂、肘的协调运动；快弹时低抬指，指尖清晰而有力地
快速击键，手腕作横向牵引，使音阶琶音弹得连贯而均 。手腕、
手臂乃至身体要配合手指的运动。手腕在音阶琶音训练中的作用
非常重要。在弹奏单音音阶时，手腕要平稳放松作横向运动。不
能上下抖动手腕，更不能用手腕发力使手指挤压琴键。在弹奏双
音音阶时，手腕放松作“划圈”的运动，配合着手指将双音弹整
齐、弹均 。弹奏八度音阶时的手腕要灵活有弹性。手肘和手臂
自然延展、放松，肩部自然下沉，将力量贯通至指尖。 

3 音阶琶音的训练方法 
在了解了音阶琶音的分类和弹奏要领之后，我们就要进行音

阶琶音的训练了。很多人觉得弹奏音阶琶音很乏味，常常不能坚
持练习。其实，我们有很多训练方法可以使音阶琶音的练习变得
有乐趣、不枯燥。在这里，我想重点介绍四种方法：分手练习法、
同向反向练习法、变节奏练习法和指法归类法。 

3.1 分手练习法 
分手练习法是除慢练外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先练习

右手，再练习左手（亦可反之）。这种练习的优点在于可以帮助
我们把精力集中在练习的那一只手上，并且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
我们弹奏的每个音是否圆润饱满。我们以 C 大调音阶为例（谱例
1、谱例 2）： 

第一个音我们用“落臂”的方法弹奏，在第一个音落下的同
时，将第二个手指抬到一定高度（指尖与琴键保持一点距离即可）
做好触键准备，第二个音弹下时第三个手指做好触键准备，以此
类推。在分手练习时，一定要关注练习的那只手的触键和指法是
否准确。同时，我们需要观察手的运动：手指积极独立地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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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键时倾听每个音的质量：击键的声音是不是饱满而结实。手指
触键后立即放松，不给手腕和手臂增加额外的压力。手腕平稳作
横向移动，在 1 指穿指的时候，手腕微微上提，和手肘一起积极
配合 1 指的运动，大臂放松，肩部自然下沉。此外，分手练习可
以帮助我们形成良好的听觉习惯，训练我们辨别音色的能力，在
弹奏时，大多数人的左手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在分手
练习音阶琶音时要多关注左手、多练习左手，让左手的弹奏水平
能与右手达到一致。左右手交替练习可以使每只手都能得到充足
的休息，这样的练习既提升了我们的弹奏技巧，又提高了练琴的
效率。 

当两只手都练习好之后，再合起手来进行训练（合手练习的
要求和方法与分手练习是一样的），这时我们会发现音阶琶音不
再是那么枯燥和难弹了。 

3.2 同向反向练习法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会练习同向的音阶和琶音，同向的练习可

以帮助我们熟悉左手与右手之间弹奏的音程关系（三度、六度、
八度、十度）。在练习时，我们还采用反向练习的方式，因为有
时候反向的弹奏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熟悉和掌握音阶琶音的指法。
很多调如 C 大调、G 大调、D 大调、A 大调、E 大调及 a 小调、
e 小调等左手和右手的指法是一样的，转指的地方也一样，这样
便于我们记忆指法和掌握双手的移动，能同时注意到转指的位
置。下面我们以 C 大调音阶为例（谱例 3）： 

谱例 3 
 
 
 
 
从谱例中我们可以看到，C 大调左右手同向弹奏时的指法是

不 一 样 的 （ 右 手 为 1-2-3-1-2-3-4-......3-2-1 ， 而 左 手 为
5-4-3-2-1-3-2-......3-4-5）。但是，当左右手反向弹奏时，指法
均为 1-2-3-1-2-3-4-......3-2-1，此时我们要牢记好指法，先进
行左手的练习（因为左手是反向），待左手练习顺畅后，加入右
手，进行双手的反向练习。 后，当反向的练习已经把指法记熟
之后，再进行同向的弹奏就会容易很多。 

但是，并不是每个调的反向弹奏左右手指法都是一样的，比
如说 F 大调音阶（谱例 4）： 

谱例 4 

 
它们同向弹奏时的指法不一样，反向弹奏时的指法也不一

样。反向时，左手先于右手转指。此时，我们就要分别记住左右
手同向弹奏时的指法并进行分手练习，当两手指法都记熟后再进
行反向弹奏。 

当然，为了使练习更加有趣，我们也可以进行强弱的处理。
比如说，同向练习时，我们可以采用上行渐强下行减弱的处理方
式。反向练习时，可以双手同时先渐强，形成一种“张力”，然
后减弱（如谱例 5），体会“一张一弛”的感觉。 

谱例 5 

  
3.3 变节奏练习法 
变节奏的练习方法在笔者看来是练习音阶琶音 有趣的训

练方法。我们可以在 开始借助节拍器以 2/4 拍为基准拍，用一
拍一个音的节奏练习，此时我们的第一个音仍旧采用“落臂”的
形式弹下，之后的音高抬指（注意手指的触键），把每个音都当
做重音来弹奏；接着，我们弹奏一拍两个音（二八节奏）；然后
是一拍三个音，弹奏出均 的三连音，尤其是在转指的时候，手
腕轻轻上提，大指控制弹奏力度，让每个音都均 、流畅； 后
弹奏一拍四个音，在一个手腕内完成，手指击键迅速，使每个音

都清晰、具有颗粒性。 开始在一个八度内弹奏，慢慢地扩展到
两个八度、三个八度甚至四个八度。 

 
我们还可以用附点节奏如前附点、后附点以及切分节奏（以

小切分为例）等来进行练习。根据他们各自的强弱规律来弹奏。
四十六加二八的节奏练习能帮助我们训练长音的力量支撑和手
部的放松。手指始终是积极独立弹奏的，手腕、手臂、手肘和肩
放松，配合着手指运动（谱例 7）。 

 
变节奏的练习在给我们的弹奏带来趣味的同时，还有助于我

们克服速度不稳定、弹奏不均 的现象，让每个手指都能得到充
分的锻炼，使音阶琶音弹得更均 和连贯。 

3.4 指法归类法 
弹奏音阶琶音，一定要熟记其指法。指法就好比汉字的笔顺，

正确的指法能使我们弹得更加流畅，提高练琴效率。二十四个大
小调的音阶琶音练习其指法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找到
了这些规律来弹奏，练习就会变得简单很多。有些音阶虽调不相
同，但指法顺序是一样的。我们以双手平行八度的单音音阶为例。 

与 C 大调指法相同的调有：G 大调、D 大调、A 大调、E 大
调、B 大调及它们同主音小调 c 小调、g 小调、d 小调、a 小调、
e 小调、b 小调（谱例 8）。 

 
可以发现，这些调都是以 C 大调为基础向上纯五度的升号

调 。 其 指 法 均 为 右 手 1-2-3-1-2-3-4-......3-2-1 ， 左 手
5-4-3-2-1-3-2-......3-4-5。当我们熟记了 C 大调的指法后，我
们就能快速掌握其他与 C 大调相同指法的调，这很大程度上节省
了我们的时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B 大调和 b 小调的左手指法
为 4-3-2-1-4-3-2-......2-3-4，右手指法与其他调一样）。 

降号调如降 B、降 E、降 A 及它们的同主音小调，除降 b、
降 e 小调左手指法不同外，其它调秉承着大拇指尽量不上黑键的
原则，右手均为 2 指弹主音，左手 3 指弹主音（谱例 9、谱例 10）。 

 

 
F 大调及其同主音小调 f 小调有些特殊，其指法为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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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1-2-3-......3-2-1，左手为 5-4-3-2-1-3-2-......3-4-5
（谱例 11）。 

 
双手平行八度的音阶指法记熟了、弹奏流畅了，平行三、六、

十度的音阶弹奏也就不成问题了。 
虽然琶音的指法相较于音阶要简单很多，但是也要严格按照

指法来练习，这能帮助我们快速找到“定位感”，在弹奏上形成
一种位置习惯。下面我们以主三和弦为例。 

与 C 大调指法相同的调有：c 小调、G 大调、g 小调、D 大
调、d 小调、A 大调、a 小调、E 大调、e 小调、B 大调、b 小调、
F 大调、f 小调、升 F 大调、升 e 小调（谱例 12）。 

 
它 们 的 指 法 均 为 右 手 1-2-3-1......3-2-1 ， 左 手

5-4-2-1-......2-4-5。虽然升 F 大调和升 e 小调的主音在黑键上，
但由于它们的和弦音都在黑键上完成，所以用与 C 大调相同的指
法弹奏会更加简便。 

与降 B 大调指法相同的调有：降 E 大调、降 A 大调、降 a
小调、升 C 大调、升 c 小调、升 f 小调（谱例 13）。 

 
它 们 的 指 法 均 为 右 手 2-1-2-4-......2-1-2, 左 手

3-2-1-3-......1-2-3。 
属七和弦及其转位的指法除 C 大调外，G 大调、D 大调、A

大调指法大致相同，降 A 大调、降 E 大调指法大致相同，降 B
大调和 F 大调指法大致相同；减七和弦及其转位，g 小调、d 小
调、a 小调的指法大致相同，e 小调、b 小调指法大致相同，降 e
小调、降 b 小调、f 小调的指法大致相同。 

我们在牢记指法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转指的位置，1 指要提前
做好准备，手腕和手臂积极配合，肩膀放松，让弹奏的每个音都
清晰、连贯和饱满。当我们把可以归类在一起的调练习好后，再
着重去练特殊指法的调。这样的练习方法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
间，提高了练习效率。 

4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4.1 手腕手臂僵硬 
这应该是很多学生在练习音阶琶音时都有的现象。在笔者看

来，出现这样的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用力方式不对；二是手臂
手腕乃至身体没有配合手指运动。在用力方式上，有些学生在弹
奏第一个音时因为手指按压琴键，后面的手指没有提前做好触键
的准备，只能用手腕发力从而导致整个手臂僵硬不放松。而且转
指的时候将整个手臂都抬起来大幅度弹奏从而造成了“端肩”的
现象。魏廷格在《钢琴学习指南》中说“重量起源于上肩”[1]，
所有的力向下沉，肩、臂、肘、腕自然放松，处在与键盘基本平
行的水平面上，将所有力量贯通到手指，这样才能弹出理想的音
色。俄罗斯钢琴学派奠基人涅高兹教授曾形象地把手指比作在前
方战斗的士兵，把腕、臂、身体比作后方的支援。可见，手腕和

手臂的灵活运用非常重要。音阶琶音练习的音域宽广，如果我们
只用手指弹奏，手臂和手腕不做任何运动（有人甚至用手臂夹着
身体），这样长久练习下来，手指会承受过重的负担，手臂手腕
也会僵硬和酸痛。在弹奏音阶琶音时，如遇上行弹奏，我们的手
腕要做平稳的横向牵引运动，手臂配合着手腕与手指，和身体一
起渐渐向右倾斜，以达到舒适、放松的弹奏状态。下行弹奏亦然。 

4.2 四指和五指弹奏不均  
很多钢琴学习者在弹奏音阶琶音时，4 指和 5 指的弹奏声音

很弱，或者 4 指和 5 指老是“拖后腿”，影响弹奏的速度和力度。
这是因为我们在平时的练习中对 4 指和 5 指的训练不够，导致弹
奏不够有力和灵活。 

用耳朵倾听弱指的弹奏很重要。在弹奏音阶琶音时，我们要
注意听辨 4 指和 5 指弹奏的声音，如果声音太弱、不实，再次弹
奏时就要特别注意弱指的触键速度和力度，使其能与其他手指弹
奏的声音一致。同时，在 初的慢练中还要注意 4 指和 5 指触键
时的手型——4 指应积极地往上抬高，5 指不能直躺在琴键上，
要保持自然的弧度，弹奏时不能翻腕或者完全依赖于其他手指的
帮助。 

4.3 缺乏良好的听觉习惯 
很多钢琴学习者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练习音阶和琶音，但一

段时间下来依旧没有成效。他们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是慢练开始
的，也分手练了，但是合手弹奏时音还是不整齐、音色闷燥缺乏
颗粒性等等。其实这与我们练琴时的听觉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练
琴是一个脑、眼、耳、手并用的过程，仅仅只是用眼睛看谱、用
手弹奏是不够的，缺乏大脑的思考和耳朵倾听的练琴是无效率
的。弹奏音阶琶音时，除了要用眼睛关注手指的触键和手腕的平
行移动外，还要用耳朵主动来辨别自己弹奏的声音是否圆润饱
满，两手触键时音是否整齐，弹奏的速度和力度是否均 ，有没
有出现上行弹奏速度越来越快而下行越来越拖沓的现象等等。 

从一开始练习音阶琶音时我们就要养成这种良好的听觉习
惯，不管是慢练还是分手练习都要用耳朵来倾听和辨别自己的弹
奏的声音，让身体各部分协调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结论 
音阶、琶音的训练作为钢琴基本技术训练的重要内容，应规

范、理性地弹奏，不能嫌麻烦就舍弃不弹。音阶和琶音在作品中
的运用很广，形式也变化多端，掌握了音阶、琶音正确的弹奏方
法能更好的表现不同风格和内容的作品，并能有效缩短完成一首
作品的时间，从而接触到更多的钢琴作品。本文根据音阶琶音的
弹奏要领，列举出了四种训练方法，期望可以帮助更多钢琴学习
者更好地练习音阶和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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