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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乐句练习法在钢琴作品中的实际应用
冯武斌　卢丹丹　刘德强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121）

摘要：乐句练习法可以让学习者在以前的演奏基础之上，更

好地完善自己，上升一个更高的境界。通过阐述乐句、乐句划分、

乐句练习法的基本内容，进而详细介绍了乐句练习法在钢琴演奏

时的应用，体现出乐句练习法在钢琴演奏学习中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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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特别是在大中型城市，家长比较注重孩

子钢琴的学习，市场上也涌现出来了很多钢琴培训班。乐句练习

法作为一种钢琴练习方法，在欧洲特别是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 

乌克兰等国家非常流行。但是在我们中国，作为高效、正确的练

习法我认为很多地方还没有普及。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学有所成。

如果我们学钢琴一开始就用的是不科学不成熟的钢琴练习方法的

话，那我们学钢琴吃了这么多苦岂不是太吃亏了？因此，我就将

导师达吉亚娜老师教我的乐句练习法整理汇总如下。

一、乐句练习法的基础

学习乐句练习法之前要理解什么是乐句、要会进行乐句划分。

乐句，是构成一首乐曲的一个具有特性的基本结构单位。它

可以表达出相对完整的意思，如同文章里的一句话一样，故成为

乐句。在歌曲中，乐句比较好理解。钢琴作品中的乐句有的类似

歌曲比较清楚，但是有时就不那么一目了然，这就是“器乐化” 

了的乐句。

知道了什么是乐句，我们还要知道怎样划分乐句。为什么要

学会划分乐句呢？也许会有很多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都会有这样

的问题。弹曲子照着谱子看然后弹出来不就得了嘛。何必多此一

举，特别麻烦。 而我的外教老师达吉亚娜老师说，无论弹奏练

习曲或者是乐曲，都应该先划分好曲子的乐句，划分乐句就是为

了理解乐句。理解乐句就是为了理解乐曲。一篇文章，只有懂得

了每句话的意思，才能理解全篇的意思。一首乐曲，只有懂得了

每个乐句的含义，才能理解全曲的含义。分清了乐句，就能体会

到各句之间的关系。开头乐句提出了什么问题？怎样提出的？怎

样引伸的？怎样转折的？提出了新的问题没有？怎样回答的？怎

样结论的？

二、何为乐句练习法？何为乐句练习法中的脉搏

乐句练习法，就是先将你要演奏的钢琴作品事先了解通透，

正确划分乐句之后，把每个句子完整的弹奏出来。在演奏大型钢

琴作品的时候，身体要跟随划分的乐句进行前后的移动，并且调

整呼吸，使之与你划分的乐句协调。但是在身体前后移动的过程中，

整个上身应该保持一种放松、祥和的状态，聚精会神的把作品的

句子完整地表现出来。手臂一定要非常放松，上身正直，只有你

的手的第一关节工作，掌关节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并且最好以

贴键的触键方式演奏为最佳。还有就是在演奏时，每个乐句应该

要有脉搏。

那么，会有人说脉搏是什么呢？是像人的心跳吗？可以打个

比方来帮助大家 理解。如果说钢琴作品里的乐句相当于这首乐曲

的骨架的话，那么我们要说的这 个脉搏也就是相当于这首乐曲的

心跳。世间万物皆有灵性，人是这样，一首乐曲 也是如此。如果

没有了心跳，那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脉搏其实也可以理解成音 

头，如果说你划分的乐句是由两个小节所组成的，那么这两个小

节开头的第一个 音你应该要重视它。这里说的重视，并不是要求

我们可以把这个音弹得过分强， 而是从心底里意识到去重视它。

仅仅是稍微强调这个音而已，绝对不是一个猛的力度。过犹不及，

中庸即可。

三、运用乐句练习法演奏钢琴作品详解

现在，我们要详细说明在钢琴演奏作品中乐句练习法如何运

用。我们从最 简单的手指练习曲拜厄来说，例如本书的第 12 条

练习曲，这一条练习曲一共由八个小节构成，非常简短容易的一

条手指练习。对于没有接触过乐句练习法的同学来说，势必要先

从一个小节的乐句来练习。就拿第 12 条练习曲来说，第一小节一

共由四个音构成，四个四分音符，do re mi fa 。一个小节的乐句的

弹法，前两拍身体向前慢慢移动，后两拍身体慢慢向后移动。这

个说起来大家会感觉到非常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是需要练习一

段时间的。像我刚开始跟达吉亚娜教授上课时，就感到这种方法

非常难以接受，经过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慢慢地掌握这一个

小节的乐句的练习法则。

那么，掌握了一个小节的乐句的演奏方法之后呢，紧接着就

是要练习两个 小节的乐句了。还是拿拜厄练习曲的第 12 条，它的

前两个小节分别是八个四分音符，分别是 do re mi fa sol fa mi re 这

八个音。那么其实很简单，前四个音也就是第一个小节身体随着

音符的演奏，身体慢慢向前，演奏第二个小 节的四个音时，身体

向后慢慢移动。但是不管是一小节，还是现在讲到的两小节的乐

句，在演奏的过程中，整个手臂都是保持放松的状态，耳朵要工作，

身体随着手指下键弹奏出的旋律慢慢移动，这样你才能够让自己

融入到这首好听的作品里。

前面已经提到如何演奏一个小节的乐句和两个小节的乐句，

那么现在来说一 说四个小节的乐句。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

说了一个小节的乐句和两个小节 的乐句，然后现在又说四个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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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句，那三个小节的乐句为什么不说。在这里 我想提醒大家，

一般的乐曲基本上都是两小节的乐句，或者四小节、八小节等等。 

但是有时作曲家会根据需要，乐句有时也会有三小节或五小节构

成。那么对于四 个小节的乐句来说，我们看拜厄练习曲的第 12 

条，前四个小节分别是 do re mi fa sol fa mi re do re mi fa sol fa mi re 

这十六个四分音符组成，那么我们就得前两个小节身体随着音符

的弹奏而向前慢慢移动，后两个小节也是一样身体 随着音乐慢慢

向后移动。

接下来就会比较麻烦，因为随着练习的熟练程度，你会对两

个小节以及四个 小节的乐句掌握的越来越游刃有余。但是现在我

要说的是八个小节的乐句就不是 那么容易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随着音符的越来越增多，乐句越来越长，那 麽必然会出现一

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身体的移动不能很好的与音乐衔接好，脉搏 

不是很明显，要兼顾一系列的问题确实也是很有难度。例如拜厄

练习曲第 12 条， 这八个小节我们必须做到，前四个小节身体向前，

后四个小节身体向后。

四、乐句练习法在大型钢琴作品中如何运用

前面的部分已经详细的说明了乐句练习法在简单的短小的作

品中的运用。接下来我想在大型的钢琴作品中运用乐句练习法来

进行讲解和说明。

格林卡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具有广泛声誉的俄罗斯作曲家，他

一生创作无数， 对后来的俄罗斯音乐创作特别是俄罗斯浪漫乐派

强力集团有重要影响。他的作品 风格朴素，民族气息浓厚。他有

一首非常出名的钢琴作品——《平原变奏曲》。 这首作品非常动

听优美。这首作品是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主题和六个变奏体组成。

主题部分先有弱起小节引进，然后每两个小节为一个乐句，前一

个小节身体 向前，后一个小节身体向后随着旋律慢慢移动。第一

个变奏也是由弱气小节引入， 每两个小节为一个乐句，前一个小

节身体向前，后移个小节身体向后。第二个变 奏第三个变奏没有

弱起小节，但是仍然是两个小节一个乐句，前一个小节身体向前，

后一个小节身体向后。第四个变奏有弱起小节，但与之前第一个

变奏一样每两个小节为一个乐句，最后一个变奏没有弱起小节，

依然是每两个小节为一个乐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大型钢琴作品里的乐句都是这么好弹。比

如匈牙利著名作曲家、浪漫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师李斯特的音

乐会之三——《叹息》。这首作品非常气势磅礴，技巧性非常大，

当然这首作品的乐句也就不像一般的钢琴作品里的乐句那样简单

明了。

乐句练习法会让我们在以前的演奏基础之上，更好地完善自

己，并使我们可 以上升一个更高的境界。让我们不仅仅只停留在

高超的速度、力度等等，更让我 们懂得欣赏乐曲、分析乐曲。让

我们学会用自己的耳朵聆听音乐之美，理解和揣摩作曲家的意愿。

让我们充分地融入到要弹奏的曲目之中，达到“人琴合一”的状态。

这就是让我们不再一味地停留在演奏的阶段，而是让我们上升到

表演的状态。

掌握好乐句练习法不仅是对自己水平的严谨性负责，更重要

的是我们懂得了科学的练习演奏方法之后，将会一生受用。不管

我们以后会不会从事钢琴演奏或 者是钢琴教育行业，我们都应该

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严以律己，不要忘本。毕竟弹钢琴需要很长

的时间去练习，如果一旦丢掉将是永久的遗憾。

五、钢琴艺术主要由三个要素组成

钢琴技巧，乐曲情感，乐曲内涵。钢琴演奏是通过技巧的表现，

音乐感觉的传递和音乐内涵的体现，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情感的体

验 . 这三者要贯穿起来，起着连贯性作用。“气息”，生理气息

和乐曲音乐气息的处理在钢琴演奏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钢琴

演奏的气息实际是指一种钢琴“歌唱的”状态。如同歌唱一样，

钢琴的演奏也有语气、语调，有呼吸、有分句。钢琴作品由若士

乐句组成乐段，若干乐段组成乐章，乐段、乐章也有开头、结尾、

高潮、低潮之分，这就需要做音乐气息的处理。钢琴演奏是运用

钢琴来进行“歌唱”，用内心的歌唱去带动旋律的演奏是非常重

要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改革事业不断发展，许多高校在为了

提升钢琴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将更多优秀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

融入到实际的教学中去，这不仅有助于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氛

围，同时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更多中国钢琴艺术文化，促使他们

的钢琴音乐演奏技巧不断提升 . 分析如何才能更好地将更多优秀

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切实地应用到高校的钢琴音乐课程的实际教

学中去，从而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钢琴演奏艺术人才奠定良好

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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