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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性看待音乐表现与演奏技巧间的关系

1.1演奏技巧为音乐表现的前提

演奏技巧不仅是整个钢琴演奏的前提，同时也是展现演奏者

音乐表现力的重要前提。不管是在钢琴演奏学习初期还是在正式

的钢琴表演中，演奏技巧都是最基本的部分。钢琴学习者以前

人和教师总结下来的演奏技巧为学习素材进行学习和训练，而钢

琴演奏者又以必须的演奏技巧行有效的钢琴表演。钢琴演奏者若

非具备较娴熟的演奏手法或技巧，就难以真正的使钢琴充满生命

力或表现力，更无法将演奏作品真正的灵魂和情感送进听众的心

里。演奏技巧将钢琴演奏的主动权交到演奏者手中，演奏者可

应用相应的基本能力对乐曲进行有效处理和自由驾驭，最终达到

更好的音乐表现力。除此以外，各种演奏技巧将带来各种不同

的音乐表现，促使各种音乐符号上下激昂，最终实现更强烈的

情感表现。例如，在舒曼的《蝴蝶》这一钢琴演奏曲中，表

演者通过演奏中“变奏六”这一技巧的熟练操作实现音乐高潮

的更好推进。又比如该钢琴曲中的“变奏八”需要演奏者熟练

应用“八度快速连奏”的技巧进行弹奏，以此便可更好地将听

众带入钢琴曲的最高潮。

1.2良好表现是演奏的最终目的

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钢琴演奏者最终需要

通过舞台上的钢琴表演将自己的技艺展示出来，因此良好的音乐

表现才是钢琴演奏的最终目的。钢琴演奏者不仅要在平时训练中

多加注意演奏技巧，还需要在正式演奏中充分发挥演奏技巧的作

用，从而实现更好音乐效果的展现。一方面，钢琴演奏者需要充

分遵循弹奏的准确性，另一方面，钢琴演奏者还要熟练把握曲调

起伏，从而促进音色的丰富变化与情感表达。在任何表演阶段，钢

琴演奏者要首先将音乐表现作为最终目的，同时也要根据音乐的

表现效果应用合适的音乐技巧。例如，当演奏者要表现音乐的激

昂澎湃时可以加大钢琴的弹奏力度和身体的晃动幅度等。又比如，

当演奏者要展现温柔、抒情的音乐感染力时可以让自己的身躯随

着乐曲轻轻摆动，并配之以珍视、温婉的情感表达等。

1.3相辅相成，共存依赖

鉴于音乐表现与演奏技巧在钢琴演奏中的积极作用，本文认

为二者是相辅相成且共同依存的关系。即唯有通过娴熟而优秀的

演奏技巧才可达到有效的音乐表现力，而听众也可通作品的音乐

表现力评判演奏者的演奏水平。因此，钢琴演奏者要理性地对待

钢琴演奏中音乐表现与演奏技巧的关系，既要注重平时的演奏技

巧训练，同时也要注重对音乐表现力的增强，最终达到音乐表现

与演奏技巧的有机融合与共同发展。如果只注重演奏技巧而忽视

对音乐表现力的提升，演奏的音乐将缺乏生命与感染力。但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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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注重对音乐表现力的抒发，钢琴学习者的演奏技巧也将停滞不

前。唯有融合二者并共同发展，才可使被演奏音乐更加准确、专

业和充满感染力。不管是从音乐原则还是美学原则来看，演奏技

巧与音乐表现都是统一的。例如，在对钢琴独奏《春江花月夜》进

行演奏时，表演者就应积极做到演奏技巧与音乐表现的和谐统一。

比如在该曲的开始阶段，演奏者就需要用精湛的演奏技巧来表达

夕阳水波处钟鼓之声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悠扬之景。一方面，演

奏者须依照曲谱进行专业而准确的弹奏，从而使演奏过程准确无

误。另一方面，演奏者也要注重演奏技巧对音乐表现力的作用。比

如演奏者可想象黄昏夕阳西下时水波荡漾之景，然后再将演奏技

巧与此时的音乐想象结合起来，从而指尖自然触动琴键，上下起

伏的进行规律演奏，最终给听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清澈之感。总之，

钢琴的演奏并非完全由专业技能组成，演奏者还需理解和感受音

乐的内涵与情感，从而进行以提高音乐表现力为目的技能操作与

训练。

2　提高演奏技巧，增强音乐表现

基于钢琴演奏技巧与音乐表现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如何提高

演奏者钢琴演奏技巧、增强演奏乐曲的音乐表现力成为钢琴演奏

者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以下几点策略:

2.1合理选择素材，加强基本操练

演奏技巧是最基本的，是帮助演奏者完成乐曲并增强音乐表

现力的重要基础，因此钢琴学习者务必在平时学习中搜集、总

结和训练演奏技巧，做好基本功的有效训练。实际上，演奏技

巧有诸多学习要点:第一，钢琴学习者要合理选择训练素材。不

同能力的钢琴学习者应选择合适的训练教材，以此通过对各种教

材的学习找到最合适自身训练的有效学习方法。比如，钢琴初

学者可选择车尼尔练习曲进行练习，从而掌握较基本的装饰音技

巧、和弦技巧、连奏技巧和断奏技巧等。又比如，要进行复

调训练的钢琴学习者可选择“复调音乐之父”巴赫曲子作为训

练素材。相关学习者在选定合适教材后要进行长期的学习与训

练，既要认真观察钢琴大家对相关曲目的演绎，同时也要反复

训练并达到熟能生巧的效果。第二，注重技巧性训练。钢琴学

习除了要注重基本功的学习训练，还要注重技巧性训练。学习

者想要获得更好的学习效率，就不能一味的“勤学苦练”，而

应当不断总结和训练演奏技巧。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相关曲目的演

奏质量，还有利于学习者不断领悟众多演奏技巧的精华与本质，

从而形成自己演奏的独特技巧与方法，最终应当是有利于增强钢

琴演曲目音乐表现力。具体来说，钢琴学习者需要根据自己的

学习目标和学习现状制定合适的训练计划，然后再通过训练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如此即可形成较有效的、适合自己



    103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演奏技巧的发展方法。另外，钢琴演奏者更需要不断了解和探

索不同音乐曲目所包含的意义与情感，由此对能有效抒发音乐情

感和提高音乐表现力的演奏技巧进行针对性训练。第三，注重指

法练习。很多钢琴学习者一味注重技巧学习和音乐表现力的探究

而忽视了最基本的演奏指法，这非常不利于演奏者进行准确而顺

利的训练。很多钢琴演奏者不得不因为弹奏指法的错误停下来纠

正或学习，这无疑浪费了演奏技巧训练的时间。如果钢琴学习者

注重并保证正确的指法练习，将非常有利于提高演奏技巧的练习

效率。钢琴演奏学习者应当对各种类别的练习指法进行学习，在

了解不同演奏指法特点基础上寻得最有利于自身训练和发展的指

法，进而对合适自己的演奏指法进行应用，进而保证演奏技巧训

练的有效有序进行。总之，演奏技巧是提高音乐表现力的重要基

础，钢琴学习者和演奏者需寻得合适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以此

为较好表现力的钢琴演奏打下基础。

2.2稳固练习心态，注重循序渐进

凡事不是一蹴而就的，精湛的钢琴演奏技艺也需要长久的训

练与一步步的坚持。这就需要学习者在钢琴演奏过程中稳固心态

并不断前进。一些钢琴学习者心态浮躁且急功近利，既没有打

下牢固的演奏基础，也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技巧和动力，最后不

断消沉而丧失钢琴学习的兴趣，最终结果也是极不令人满意的。

对此，钢琴学习者应稳固学习心态、注重循序渐进。具体来

说，钢琴学习者在日常训练中要保持一定的积极心态，在踏实

的训练中不断磨砺自己，平静而循序渐进的积累每一个演奏技

巧。钢琴演奏者要发现自己每一天的进步，不断实现一个个小

目标，最终达到对练习曲目总体上的把握与成功。例如，钢琴

学习者对“复调”相关演奏技巧进行学习时要注意保持良好心

态并坚持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学习者要明白良好的复调演奏技

艺一定需要长期的坚持与学习，因此就务必保持积极心态并选择

合适的曲目进行学习和训练。比如，以巴赫曲目进行复调训练

的初级学习者可首选《小前奏曲与副格曲》，而后上升至中级

水平后可对巴赫的《三部创意》15 首进行练习，最后高级水平

时学习者选择《英国组曲》、《帕蒂塔》等进行训练。总之，

积极的心态对学习者的钢琴训练过程和技巧提升有重要的作用，

学习者要保持积极心态，循序渐进的练习与训练，最终获得有

效的演奏技巧并以此增强音乐表现力。

2.3 理解音乐内涵，感知演奏情感

增强音乐表现力是钢琴演奏者进行一系列演奏技巧操作的最

终目标，即要使听众通过声音看到画面并感受情感。因此，钢

琴演奏者只有在自身对音乐内涵和情感有着深刻的理解后才可对

其进行艺术转换，最终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使听众与演奏

者达到共鸣境界。一方面，钢琴演奏者需要对演奏曲目的背景

和内容加以理解与思考。演奏者需要了解相关曲目的创作者、

创作背景、演奏内容和表达的情感等，然后再基于对曲目相关

背景和内容的了解加以思考，形成自己对演奏曲目的独特思考。

另一方面，钢琴演奏者要将演奏曲目的内涵和情感等进行二次创

作，从而真正将曲谱上的乐曲转换为进入听众耳朵的音乐。在

此过程中，演奏者务必要实现感性、理性与想象力的有机结

合。演奏者既要遵循原有曲目的表演目的和内涵，也要对其进

行独特的创新与艺术展现，但务必注意不可出现脱离原曲目内容

或本质、甚至违背原曲目思想情感的情况发生。除此以外，演

奏者可利用各种演奏技巧实现对原曲目内容和情感的表达，从而

使听众与演奏者一起产生共鸣，随着演奏者的音律波动、长音

短音、摇曳的身姿等进入钢琴音乐所创造出的神圣之地，即达

到更好音乐表现力的效果。对此，钢琴学习者或演奏者不仅要

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演奏技巧，还需具备较强的音乐综合素

养，比如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道德修养等。这要求钢琴演奏

者们多了解和学习音乐文化、世界历史、审美艺术等全方位的

知识，并在对相关曲目的学习和演奏中结合这些知识进行思考和

演绎，最终实现对相关曲目音乐表现力的有效提升。例如，钢

琴演奏者在对理查德克莱德曼《梦中的婚礼》进行演奏前可对

该曲目的创作背景和故事等进行了解。对此，演奏者可了解到

“少年与梦之国公主”的故事:六年前的少年深爱着梦之国的公

主，而六年后的梦之国公主却准备于邻国的王子举办婚礼。梦

之国公主与少年擦肩而过，公主奔向少年，少年为公主挡下一

箭。钢琴演奏者在了解该故事中的背景故事后需进行思考再进行

演奏，从而更加注重对演奏技巧的调整。比如，钢琴演奏者在

演奏时中想象着故事的情景，使自己的琴声与情感一齐摆动，

采用哀伤与朦胧的乐曲基调带领听众进入虚幻的《梦中的婚

礼》，使听众仿佛置身于婚礼之中，为公主与少年的悲伤故事

感动而忧郁。总之，钢琴曲的演奏最不可缺乏生命与情感，音

乐表现力作为钢琴曲目的灵魂更需要钢琴演奏者不断增强和表

现。钢琴演奏者要在理解演奏曲目内涵与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思

考，将自己的真情实感融入乐曲演奏中，再将演奏曲目中的情

感带入听众的耳朵、带入听众的心里。

3　结语

对钢琴演奏艺术来说，钢琴的演奏技巧和音乐表现力之间有

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具体来说，演奏技巧是增强音乐表现

力的重要基础，而音乐表现力是进行音乐演奏的最终目的。钢

琴演奏者要真正使演奏曲目融入听者心中，就务必要重视演奏技

巧的训练和音乐表现力的提高。对此，钢琴学习者和演奏者要

有积极的训练心态，积极通过合理的素材选择、有效的基本训

练和循序渐进的认知成长磨砺自己的演奏技巧并不断提高自身的

音乐综合素养，最终实现对演奏曲目的艺术表达，积极推动音

乐表现力的不断增强，提高听众的欣赏体验。

参考文献：

[1]罗丽娟.论述钢琴演奏教学中音乐表现力的培养[J].北方

音乐,2018,v.38;No.338,65.

[2]王英至.论钢琴演奏教学中音乐表现力的培养[J].黄河之

声,2019,No.547,116.

[3]张波.浅析钢琴演奏中“音乐”与“技巧”的关系——以

舒曼作品《蝴蝶》为例[J].北方音乐,2018,v.38;No.357,73-74.

[4]康乐.钢琴演奏教学中音乐表现力的培养策略分析[J].北

方音乐,2020,No.403,151-153.

[5]向川宁.论高校钢琴教学中学生音乐表现力的提升[J].当

代音乐,2020,No.641,51-52.

[6]谢丽莎.探究钢琴演奏教学中音乐表现力的培养[J].音乐

生活,2020,No.575,90-91.

作者简介：

郑策（1998.03.21-），汉族，河北省邢台市，本科，研究

方向：钢琴。


	教育教学第9期正文_102.pdf
	教育教学第9期正文_10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