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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音乐学校的初中阶段，保持已经形成的状态，

进一步培养孩子对音乐的兴趣，深入挖掘音乐表演的

细微之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具象演奏的自由体现需

要钢琴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小型音乐会的开发是执行

机构组建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技术的发展与艺术形

象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描写手段实际上

是执行这些任务的工具。触觉是与工具接触的一个组

成部分。它们的正确形成能够更准确地传达正在执行

的工作的想法。特别是，小技巧是大多数作品表演所

必需的元素。学习弹钢琴的基础是技术教育，如果只

是为了正确理解它。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从个人的个

人创造能力有机地发展而来的技术。技术是并且应该

是艺术思想表达的真正外在形式。鉴于研究的主题，

确定了以下任务：

- 分析有关该主题的文献；

- 识别钢琴技术的元素；

- 识别中学生钢琴基础技术发展特点；

在研究和解决任务的过程中，使用了以下方法：分

析有关乌克兰国立师范大学钢琴课中小学钢琴技术发展

问题的心理教育和科学方法文献。

1.工作的理论基础

1.1 主题的心理和教学方面

掌握演奏乐器时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钢琴。它们的

多样性是因为，与单独教授一般钢琴课程相比，问题总

是或多或少不同：取决于学生的天赋，他的音乐性、接

受性、智力训练的性质和程度。在学生身上，我们会遇

到有时密切相关的优点和缺点。音乐能力是在学生整体

人格的背景下显露出来的：他的思想、意志、性格、身

体构成，并且有必要记住年龄特征。

钢琴家的发展与许多心理和身体能力的发展有关，

正如特征区分童年、青春期、成熟和老年一样，我们可

以区分钢琴家和特征性的“钢琴”年龄。

每个时代固有的不同功能导致教育学和生理学将人

类生活划分为以下年龄：

a）童年和幼儿期 5 岁

b）学前班从 5 到 7 岁

c）小学 7 至 12 岁

d）初中 12 至 15 岁

e）高中 15 至 18 岁

让我们关注小学年龄（五年级），本阶段与钢琴家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相吻合，当人们意识到已经发现的获

中学生钢琴表演技巧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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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技术，完善已开发的技术技能并丰富他们的曲目库。

在这个阶段，建立了“我要 - 我可以”的相对平衡。手

及其技巧赶上了音乐意识，钢琴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将

他的声音想法体现在乐器上。

也发生在这个阶段“可以”超过“想要”。即使是

天生的音乐钢琴家，尤其是年轻的钢琴家，在掌握了演

奏技巧后，也会欣赏他们的机会的丰富性，并开始以快

节奏、强迫的音色演奏。他们“推动”表演步伐的事实，

通常是由于概括的、未区分的听觉表现。这个缺点是暂

时的年龄现象。觉醒的青春气质，尚未被心智平衡，不

受意志约束从而蒙蔽了头脑。G.Neuhaus 写道：“最困难

的、纯粹的钢琴任务：演奏非常长、非常努力和快速。

一个真正的天生的演奏家在他年轻时本能地攻克这个困

难——并成功地克服了它。

到了青春期，成年孩子开始扮演帮助者和导师的角

色。在教师中，男孩不仅开始欣赏个人素质，而且开始

欣赏专业精神、合理要求。

他们自己的道德态度和要求决定了与老年人和同龄

人关系的性质。

有能力抵制他人的影响，拒绝某些要求，并坚持他

们自己认为无可争辩和正确的事情。他们开始将这些要

求转向自己。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实现目标，为复杂的活

动做好准备，包括无趣的准备工作，坚持不懈地克服障

碍。他们的生活越丰富、越有活力、越激烈，他们就越

喜欢它。

成年人的自然权威不再存在。他们痛苦地与老师的

言行不同，他们越来越要求老年人尊重他们的观点和意

见，尤其是欣赏这种严肃、真诚的关系基调。

1.2 本主题的方法论方面

中学时期所学作品的钢琴质感的复杂性，要求钢琴

家不仅要掌握手指、簇状、前臂、肩部的精湛动作，还

要掌握整个机体工作中最精细、最准确的协调，包括身

体。如果我们再加上掌握音色调色板的需要，这不仅需

要先进的运动技术，还需要先进的音色、动态和发音听

觉，以及掌握踩踏板的艺术，那么也许最重要的是钢琴

家发展第二阶段的技术问题是掌握钢琴技术所有基本资

源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和上一个阶段一样，工作主要是在教

师的不懈指导下进行的。和以前一样，教师的钢琴能力、

教学经验和才能显着影响成功的数量、难易程度和速度，

以及技术质量和整个学生类型。

与学生一起组织工作的主要形式是与教师一起上课。

在课堂上，教师给出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学生的必要知

识和技能。每节课都代表了教师课堂链条中的一种环节。

有必要确保定期举行课程，确保学生工作的连续性，并

使他习惯于课堂规律性。课程的一般目的，包括与学生

上课的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各种任务，可以定义为检查学

生目前的状态并确保其在未来取得成功。课程的主要内

容通常是与学生一起学习他所学的作品以及发展某些钢

琴技能的相关工作。课程还定期包括熟悉新作品。，

在课程的构建中，最难找到辅助工作的时间：练习、

听力、写作。对于主要的练习组（音阶、琶音、和弦），

通常在课程开始时给出时间；对于各种其他练习（通常

过于必要），通常时间不够。

显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工作：无论钢琴教

师是否经常或不经常检查学生的作业，学生都必须理解

或者至少相信每天保持练习是必要的 .

在多年的学习中，钢琴家发展了合理的工作技能和

适当的培训方法。年轻的演奏者越来越掌握音乐作品并

寻求发展其自然数据的能力。距离越远，自觉独立工作

的能力就越成熟。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时间和程度，更

不用说教师的才能和方法，在教师的指导下教育钢琴家，

取决于后者的音乐和钢琴能力，以及学生的整体发展和

主动性。

在独立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使钢琴家的

个性成为可能，他具有音乐思维和经验的所有固有特征，

他的音乐表现方式，他对乐器的态度。钢琴家不再局限

于“学习”作品这一事实，即勤奋地执行音乐指令。一

种新的执行质量出现了——一个音乐概念诞生了。

钢琴技巧的问题常常被孤立地与学生音乐性的发展

联系起来。许多教育家低估了器乐技巧是一种心理现象

的事实，因此，分析和发展钢琴技巧应该与整个音乐性

情结紧密结合。没有这种联系，技术成果再丰富，也不

能用于音乐和表演艺术的更高目的。乐器教师最重要的

任务是与每个学生一起练习技术，使技术手段成为满足

所学作品要求的表现手段。

关于如何发展钢琴技术的问题，有各种指导方针。

有人建议演奏陶齐格、勃拉姆斯、李斯特、加农的练习

曲。其他人否认这些练习的好处，提供每天练习钢琴技

巧的一方面——音阶、琶音、双音符、和弦。最后，还

有钢琴家否认这项工作的好处。据他们介绍，由于文献

中有很多技术情节，可以将它们提取出来单独练习研究。

因此，所有路径都通向工作和努力方面的目标。每

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道路，但需要每天提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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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作是一个心理过程，如果它是集中的练习，技术

将会进步很快。

改进技术的工作需要的不是体力，更多使用是脑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做一个小题外话，回忆一下

斯坦豪森的教导，他写了《钢琴演奏技巧中的生理错误

和这种技巧的转变》一书。斯坦豪森说手的运动技能足

以拥有完美的钢琴演奏技术，他给出了有关手指运动速

度的有趣数据。对于钢琴家来说，这些动作并不比其他

职业的人快。练习不会更快地移动手指，因此没有必要。

所有这些考虑在他们自己的课程和与学生的教学工

作中仍然相关。在课堂上，有时谈论“枯燥练习”的问

题很有用：如何用手指工作或将手从键盘上的一个位置

移动到另一个位置，因为学生的独立作业与学生提出的

分段练习问题直接相关必须简要明白。

2.课程目标

教育：为教学了解学生的不同工作方法奠定基础；

继续研究执行各种类型教学的方法；

2.1 发展什么：

- 发展手指的流畅性、活动性和独立性；

- 发展学生的运动技能和智力领域；

- 发展孩子的听觉、情感活动；

- 发展儿童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 发展节律性脉动、孩子的节奏感；

2.2 教育：

- 提高对小型音乐会指导性草图性能的理解；

- 在工作中培养听觉控制技能；

- 培养专注于位置变化、技术种类和动态变化的能力；

- 培养组织、责任和创造性的主动性；

2.3 工作方法：

- 显示方法；

- 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

- 比较方法；

- 口头解释的方法；

- 技术选择方法；

处理任何类型的作品（包括练习曲）的过程都始于

分析（确定艺术内容、形式、表现方式、技术要素、摩

擦音和音调计划）。许多表达方式，包括音质，都有助于

正确传递作品的形象和情感结构。在练习曲的任何工作

阶段，演奏者都需要注意声音问题。至少在一节课中忽

略这些要求就足够了，学生们不再以如此必要的注意力

和意识来满足这些要求。因此，这幅素描的性质是戏剧

性的，充满活力的，在这方面，按键的触摸将是适当的。

声音工作的概念包括清晰度。在这里，它应该是清

晰的、连奏的，充满自信地沉浸在键中。

这项研究可以让演奏者发展准确的节奏技巧，运动

的维度感，帮助协调练习。技术的质量取决于节奏组织

的准确程度，清晰均匀的脉动决定了同样清晰的运动感

觉，尤其是手指的均匀度。自由运动的基础是身体舒适、

放松的姿势和适当的触键。技术工作的主要要求是运动

的经济性。

3.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困难

3.1 右手的段落

- 正确的触键选择，触键应该清晰、活跃。为了在

练习中发展平等，手指的活动和韧性，这些选项被用于

以中等速度演奏连奏、手指断奏、动态变化、场地游戏、

音节的发音。

- 语调，在练习过程中控制手跟随手指（横向，手

的统一运动）；

- 使用琶音跳入下一小节；

3.2 伴奏

- 左手旋律线的语调，连奏演奏；

- 准确的节奏；

- 提前准备和弦；

- 同时提取所有和弦声音；

- 准确的指法

3.3 左右手演奏者弹奏的比例：

- 同时演奏段落和伴奏；

- 动态比率；

基于当前的问题，我建议将更多时间用于家庭作业

中使用的技术选项。注意到学生在琴房和教室里大声说

出声音时很害羞，建议在家里做练习，以培养更准确的

发音。

4.结论

钢琴课练习内容

对有关该主题的心理学和教育学以及科学和方法论

文献的理论分析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在谈论钢琴技巧

时，我们指的是钢琴演奏的技巧、能力和技巧的数量，

钢琴家通过这些技巧达到所需的艺术水平。除了音乐任

务，技术就不可能单独存在。

“技术没有音乐意志，是一种没有目的的能力，并且

它本身成为目的，它不能为艺术服务。”约瑟夫霍夫曼在

他的“钢琴”一书中写道，他是过去最伟大的钢琴家之

一，问题的答案关于钢琴演奏。”

有些初学者在钢琴演奏中只从速度、力量、耐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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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了解这项技术；技术的必要属性通常被认为是执行的

纯粹性和表现力。然而，这种看法太局限了。技术是一

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包括钢琴家必须努力争取的一切，

争取有意义的演奏。钢琴文学对钢琴家提出了多种要求：

能够演奏得非常响亮、非常安静、柔和而尖锐，达到轻、

“颤”、深沉、响亮的声音；在一种或另一种中拥有所有

层次的钢琴声音。

快速移动手指的能力有时是天生的，出于错误的目

的、不恰当地在实现艺术目标之外展示速度、力量或耐

力，永远不会给听众带来真正的审美愉悦。然而，快速

比赛的现象让大多数人，包括专业人士，都感到惊讶和

钦佩。但是，如果听众仔细聆听快速生动但毫无意义的

演奏，很容易看出在满足原始技术要求的情况下，它充

满了更精细的错误。

因此，如果技术是传达音乐内容的手段的总和，那

么任何技术工作都必须先于理解该内容的工作。“需要做

的事情越清楚，做起来就越清楚，”海因里希·纽豪斯说。

钢琴家必须用他的内耳想象他将要争取什么，必须“看

到”作品的总体和细节，感受、理解它的风格特征、性

格、节奏等。演奏计划的轮廓从一开始就表明主要方向

技术工作。不管钢琴家离音乐有多远，因为需要缓慢而

坚定地教学而分心，他必须始终有一个音乐理想摆在他

面前。不要忘记理想，始终追求有意义的表现，这是从

事技术工作的主要！然后那些在成为钢琴家的道路上遇

到的无数看似不可逾越的荆棘将被打败，音乐理念的技

术体现工作将获得成功。如果想象中的理想不存在或消

失，钢琴家的技术工作就会变成盲画，闭上眼睛。看应

该出来什么是作家、艺术家、作曲家、演员和钢琴家的

技术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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