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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读谱能力的重要性
在钢琴学习中，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和目标，但不管

学习到什么阶段，什么水平，弹奏一首新的曲目总是要经历第
一步：读谱。读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钢琴学习者的学习效
率，但目前国内钢琴学习的大环境影响到学生在考级中盲目练
习，导致学生综合能力欠缺，虽然考级通过，但相应的综合能力
却远不及应该达到的水平，尤其是读谱能力的欠缺，很多学生在
通过七、八级以上等级时，还不能自主学习一首难度相同甚至难
度更低的曲目，学习一首新作品需要识谱半年之久，在这期间因
为错音等最基础的问题耽误了大量的学习时间，效率低下，这样
会导致日后学习钢琴的道路越来越狭隘。

想对比而言，有些学生在钢琴学习初期建立良好的读谱习
惯，获得了良好的读谱能力，在钢琴学习进阶阶段和高级阶段时，
就能更好的吸收新的知识点和技能，进步可想而知，所以提升读
谱能力至关重要，只有提升读谱能力，在学习新曲目中才不会被
困在第一步，才能学习更多的演奏、乐句、音乐处理等内容。学
习钢琴归根结底要学习的是一种能力，而非简单的几首曲目，如
果说一个学生在学习了几年钢琴之后，只会弹奏老师布置的曲目，
甚至只会弹奏考级曲目，那这样学下去很枯燥乏味，最好的状态
就是学习到某一级别，就拥有相应的能力，在练习老师布置的曲
目任务之外，还有能力有时间去弹奏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新曲目，
而且还可以处理的很好。这就需要拥有良好的读谱能力，读谱是
学习新曲目的第一步，提高读谱能力需要通过很多琐碎的练习，
并且读谱能力的提升不仅只有在钢琴学习初期有必要，随着曲目
难度的提升，在每个钢琴学习的阶段都有必要不断提升。

2  提升读谱能力的训练方法
2.1唱谱
唱谱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提升读谱能力的方法，并且在唱

谱的同时也可以建立内心听觉的习惯，也可以为演奏乐曲时表现
音乐乐句的歌唱性做好准备。练习唱谱一定要快速，要做到看到
的音符能快速读出，并且要保证正确率，在这里要特殊强调一下
变化音，临时变音记号是要跟着唱出的，避免忽略临时变音记号
的习惯。有条件的可以每天做限时唱谱训练，节选某一段乐谱，快
速朗读乐谱（不要求音高，只要求唱名正确），并计时，做详细的
记录，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读谱练习中出现的问题和原因。唱谱
的训练可以脱离节奏，即不理会节奏型，只要唱对音名即可。还
要有弹唱的练习，边弹边唱谱既可以保证自己注意力不会分散，
也可以加快识谱速度，很多读谱速度慢的学生都不会唱谱，反之
习惯唱谱的学生读谱速度就很快，尤其在钢琴初学阶段，唱谱习
惯的养成尤为关键。养成唱谱的习惯，在钢琴学习的中高级阶段
也大有益处，首先乐曲里的旋律性乐句更好表达，其次很多歌唱
性的内容更好理解，还有呼吸、气口等声乐性技术难点，如果只
靠指尖来表现是很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先唱谱，再歌唱，才能进
一步的表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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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节奏
一部分学生在学习新曲的时候，读谱阶段常会忽略节奏，

还有的学生甚至在练习很久后，依然只管音高问题，节奏就将
错就错，这样的练琴方式无疑是低效的。想要提高练琴效率，
提升读谱能力就要单独做节奏的练习。节奏的练习可以脱离乐
谱，单纯的练习节奏型的击打，音乐中的基础节奏型并不多，可
以通过几天或几节课的时间就能练习好，并且要用多种多样的方
式练习，击打或者唱拍，还要写节奏型，夯实基础节奏型的练习，
这样在学习新作品的时候也不会因为节奏问题而困顿，这个练习
也可以在相对应的素养课或者视唱练耳课中练习，有条件的学生
一定要做相应的节奏题来补充和巩固；也可以伴随学习的曲目练
习节奏，选择曲目中的片段，只读节奏不读音高，继而再带入音
高练习节奏，最后再弹奏，一些复杂的节奏要算好拍子，多加练
习后再融入整体，也可以选择未来即将学习的曲目中的片段，既
做了节奏的练习，又预习了曲目。

2.3谱面记号
谱面记号在初识谱阶段容易被忽略，因为注意力集中在音高

与节奏等基础内容上，但切记不可养成不看谱面记号的习惯，很
多学生在练习曲目的过程中，曲目已经弹的很熟练了，但演奏记
号要求到的强弱、连奏、跳奏、速度等都不管不顾，导致后期还
要重新再练习这些要求，浪费了时间还走了弯路，很多学生练琴
一段时间后再上课，老师讲的内容都是谱面上本身就有的记号，
其实谱面记号的演奏在读谱初期就要注意到，哪怕前期读谱速度
很慢，但是该做到的要求都要做到，后期曲目练习熟练，谱面记
号的要求也就水到渠成了。养成看谱面记号的习惯，曲目练习下
来后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大半，在与老师上课的过程中就可以学习
更多谱面上没有的知识点了。在学习新曲目时可以给自己学习曲
目的过程做一个计划，第一轮读谱是要读谱面上的音，排除错音；
第二轮是要注意谱面的节奏，弹奏规范；第三轮就是注意谱面中
的演奏记号，初步做强弱变化。如此反复练习就可以保证谱面上
的信息都可以获取并且表现出来。

2.4 日常练习音阶琶音，熟悉手位
音阶琶音是最基础的基本功，看似简单，但在很多音乐作

品的片段中、乐句乐汇中，都经常会出现音阶琶音，尤其是钢琴
伴奏谱中，经常是左手大量的琶音跑动，右手和弦转位支撑和声，
所以平时就要联系好这些基本练习，以及对应调式的属七、减七
和弦琶音等，这样在学习新曲目时遇到这样的片段就可以直接演
奏了，大大提高练琴效率。还有一些和弦的手位，要在手还没有
碰到键盘前就能熟练的掌握和弦的手位，这个练习在任何一个坚
硬物体的平面都可以进行，并且和弦的抓力和推力也可以在日常
练习中稳固。根据不同层次的学习阶段，要练习不同难度的基础
练习，这一点在各大考级系统的编配中都有所体现，从最初的单
手两个八度，到中间的双手三个八度、四个八度，到高级别的双
手反向跑动，虽然调式范围有限，但练习难度逐级递增，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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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练习合理且科学。
2.5踏板
其实延音踏板在识谱阶段本不应该参与进来，但有些学生在

识谱时还很喜欢踩延音踏板，有延音就仿佛很有安全感，这种
练习方式其实很影响读谱，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一首曲目在
没有听过的状态下读谱，这时候的音响很可能就确定在记忆中，
对以后的音乐处理和踏板处理会有一定的影响。正确的练习延音
踏板的方式应该是在读谱几遍之后，对谱面有一定了解、熟
悉，可以踩踏板感受一下。这个时候也可以利用延音踏板来检
查错音，因为错音在踩踏板的情况下会被凸显出来。在中高级
别的作品中，有一些曲谱是没有延音踏板标记的，需要学生自
己通过学习和理解来处理延音踏板，这样就需要有较好的听觉，
来判断延音踏板的处理是否得当，也可以参考钢琴演奏家的音频
视频，不同演奏家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曲目里还会出
现弱音踏板和选择延留音踏板的标记，也需要注意。

3  提升读谱能力的技巧
3.1慢练确保正确率
读谱的初期切不可心急，很多学生在识谱阶段就想一蹴而

就，希望曲目很快就能“成熟”，但有时越是心急反倒越会屡弹屡
错，屡错屡弹，导致练到最后会越发急躁，经常会出现练很久了
几个小节还没弹下来。但良好的读谱习惯是，初次读谱一定是很
慢速的，要保证质量，也就是准确率，这样之后的进度反而会更
快，练琴过程中可以少走弯路。读谱初期就应该慢，给大脑一些
思考的空间，想清楚到底是什么音，什么指法，在什么音区，第
一次就能弹对，一步到位。而且在学习新曲目的初期，最好不要
一整首曲目直接弹完，一定要有计划、分段读谱，最好是几小节
的反复读谱，这样在刚读谱过后没多久就可以再弹一遍，加深印
象，有很多学生都是从头到尾弹，有很多错音不说，在弹完整曲
之后，再弹第二遍的时候犹如新曲，还是很陌生，效率大打折扣。
还要建立听辨的习惯，在学习钢琴的初期，接触到的曲目多数都
是传统和声，不会出现太刺耳的音程关系，所以有一些错音一旦
出现，其实是非常突兀的，一听到不对劲的声音，就要检查自己
有没有弹错的音了。

3.2分析谱面查找重复乐汇
音乐作品中几乎都会出现重复的乐汇、主题、乐句、片

段，所以要积极的去分析谱面，找到重复的内容，事半功倍，
也有些内容是重复的音型或者句式，但调性有所转变，或者高
低八度的转变，经常有重复片段会有力度的变化，还有些变化
是演奏方式的变化，例如前段是连奏，后段音相同，但变成了
断奏或跳奏，还有加花的技法等等。谱面是较为综合的能力，
并不需要学习专业知识才能去分析，在学习钢琴的初期就要逐渐
养成，从简单的乐汇开始练起，找相同再找不同，对于提升读
谱能力大有帮助。当然高程度的学生如果学习过了相应的理论
课，就要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分析谱面中，分析整首曲目的曲式
结构、调性变化、色彩变化等，这样练习之后和声、曲式的
分析能力也能很大程度的提升。

3.3难点单独练习
每一首曲目都有难点，这些难点会破坏整首作品的完整性，

经常是练很久了，总有几个地方会卡、断、错，有的是因为
手指技术问题，有的是因为指法问题，但是只要出现难点，就
应该单独练习。经常有学生练琴是一遍又一遍地过曲目，这一
遍出现的问题下一遍还会出现，甚至今天出现的问题，下周依
然会出现，这样就是低效或无效的练琴、没有进度的练琴。练
习难点的方法多种多样，可以加速练习增加肌肉记忆，也可以

直接背谱加深记忆，也可以采用变化节奏、变化重音等练习方
法。而且难点的练习要有计划的进行，切不可心急。

3.4 单手练习、分声部练习
可能每一个学习钢琴的人经常都能听到老师说单手练习这四

个字，单手练习的好处就是可以在练习过程中最大程度的集中注
意力，这样就可以将谱面上的信息尽可能的弹奏到位。在这里
不得不提到复调作品的读谱，在初期学习复调作品时，一定要
分声部练习，这样是为了捋清楚每个声部的线条，还要注意指
法的问题，将声部一一练习过后在进行两两声部合手，然后单
手将合并到一起的声部练习，因为复调作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单手练习能更好的更细致的处理好每一个音的要求，做好保持音
的弹奏。最后才是合手的练习。还有触键的问题，触键的力
度、方式会影响到每个音的音色，然而在读谱阶段几乎都不会
有太多控制。在钢琴学习的初级阶段，手的框架和支撑、手指
的触键、折指等问题都容易出现，其实在读谱过程中就要有所
要求，逐渐养成习惯保持好手型；在钢琴学习的中高级阶段，
触键更为重要，每首作品都有不同的体裁和风格，想要处理好
作品就要做好功课，不同时期、不同作曲家的触键风格都有所
不同，在读谱阶段就要有真确的方向，之后再练习就可以尽快
的处理好作品了。

3.5提前浏览曲谱
这里的提前浏览曲谱分为两层意思，一层是在弹奏新曲目前

先不要着急上手弹奏，先浏览曲谱，分析曲谱，把握曲目的整
体风格、速度、拍号、调号等，把容易弹错的地方和重难点
提前预习到，还有乐曲片段中的力度等，提前浏览曲谱可以让
自己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有一层意思是在弹奏的过程中，眼
睛要比手快，比如曲目中一些长音的小节，或者一些简单音符
的小节，手还在弹上一小节时，眼睛就可以去处理下一小节的
信息了。这个训练也要经常进行，眼手分离、眼比手快是一种
能力，也需要慢慢培养，尤其是在初学阶段，就要逐渐适应这
种眼手分离处理的状态。

4  读谱能力良好的表现及作用
综上所述，良好的读谱能力要从方方面面入手去练习，想

提升读谱能力就要用不同的方法，多种手段对应多个技巧点去练
习。读谱能力是学习钢琴的基础，也是学习曲目的第一步，拥
有良好的读谱能力，可以大大提高练琴效率。读谱能力良好的
标准有以下几点：一是曲谱音高的正确率，调号和变化音的问
题可以从容处理。二是节奏弹奏正确，拍号所表现的强弱拍也
可以大致体现。三是弹奏能较为流畅进行，并不需要很快，但
可以有较好的控制。四是演奏记号能基本做到，熟悉基础的音
乐术语词汇。五是淡定从容，可以冷静思考。一般学习钢琴初
期能做到前两点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在中级或高级阶段，就要
有更高的要求，不能只是单纯的弹对音高节奏。好的读谱能力
可以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知识，获取更多的成就感，学习很多
的乐曲。读谱能力良好，识谱速度就快，就可以不断的学习新
的作品，在与老师上课的过程中就可以学习很多乐谱以外的内
容。想提升读谱能力，离不开日常基础的训练，科学的方法，
只有在正确的练习方法中不断练习、突破提升自我，才能循序
渐进的提升读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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