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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莱梅教学法》之启蒙钢琴中出现的手型问题和解决方法

吴赵记

上海布莱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市　200000

摘　要：在初学钢琴的过程中，手型的问题困扰了 90% 以上的学生，手型不正规将严重影响学生们在今后学琴的正确性和

持久性。由于手型问题没有一个较正规的标准和方法，且是多频率困扰学生学钢琴的问题，本文列举了所有学琴过程中出

现造型手型不科学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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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成手型问题出现的原因

1. 手指与琴键接触点不统一

在学琴的时候，绝大多数学琴的学生和老师没有考虑

的人的每根手指和琴键接触的点不统一，有的是用指腹，有

的手指是平着直接下去的，这样造成整个手型平着趴在钢琴

上弹出来的，而且由于接触点面积的大小不一，出来的声音

音色和力度也不一，显得杂乱无章。而且在琴键上的接触点

也不统一，不在一个弧度平面上，错综交替，这样的不仅加

大错音的概率性，同时会造成手指弹琴时的速度减慢和不必

要的力的损耗。

2. 弹琴过程中的发力方式的不正确

初学着手指的灵活度缺乏，很容易用手臂作为发力的

源头去上下挥动的弹出来，这时候手指没有起到主导发力，

只是手臂的力作用到手指上弹下去。

第二在演奏方式上又很大误区，初学手指的灵活，很

多时候都是一个手指用力下去的同时会借用其他手指和手

臂的力，这样就造成其他手指翘起来，当弹奏第二个音的时

候前面的音没有松开继续保持在，这样就会造成粘音，传统

的教学方式会让学生抬高手臂，采用“落提”的方式来规避

粘音的。确实如果采用“落提”会很有效的避免断奏时粘音

的问题，但是这自身又会多出其他的问题，如“落”下去时

容易弹错音；“落”时容易借助手臂往下的重力加重音导致

手指的关节没有办法承受住这么大的力而导致关节折指；弹

连奏时还是会粘音等问题。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没有最科

学化的解决这些问题。

而如何手指得不到高效的独立性的锻炼，长期以往，

随着曲子难度越来越大，相反手指灵活度却没有得到锻炼提

升，这时候会造成曲目难度和自身能力的脱节，对于学习的

兴趣带来极大的排斥。

3. 发力过程中手指弯曲度

除大拇指外每个手指有三个关节，大拇指有两个关节，

在弹琴的时候，应避免 3 个关节折指，关节折指后会造成手指

的力量从关节处漏掉，就如铅笔从中间折断，没有很好的把力

量用在笔尖上。大拇指折指后会造成虎口凹进去。由于每根手

指的长短都不一样，所以在弹琴的时候弯曲度没有一致的情况

会造成手腕上下晃动，就好像瘸子走路一瘸一拐一样。

4. 低年龄段学习的入门曲目分类不清

对于低年龄段（10 岁以内）的琴童来说，他们对于手

指的灵活度 / 力度都比较欠缺，同时对思维反应也会慢一些，

如果初学直接五线谱容易让学生反应吃力，因为从看到五线

谱去反应出什么音，然后再思考对应的是哪一个手指？再顾

虑到手型的细节，这个流程下来对于初学者会变得吃力。所

以在初学低年龄段的学员要选择合理的曲目阶段性的学习，

切记不可所有一开始一把抓。

5. 方法拔苗助长的观念过早触碰到天花板

我们身边常听到某某孩子学 2 年钢琴考了 5 级，幼儿

园大班过了 7 级等这样的话语，从而传达出的信息是钢琴以

这样的速度学习，其实这是极为错误的一种观念。万丈高楼

平地起，技术没有捷径，只有科学的方法相对性提高效率而

已，但一些必须要走的路和时间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作为

兴趣爱好还是特长发展，都不提倡让孩子过早的触碰到天花

板，不仅让孩子缺乏了对音乐的兴趣，同时拔苗助长对孩子

在技术上和音乐认知上的错误将是不可逆的影响。身边很多

家长觉得我们先快速让孩子考完多少级先拿到证书，后面孩

子有兴趣再从头慢慢学技术，这种观念是及其不成熟的，带

着这样的观念最后的结果是付出所有终将一无所获，同时还

葬送了孩子在音乐的发展。

二、解决手型问题出现的办法

1. 手指与琴键接触点的解决

在初学钢琴的过程中，十根手指与琴键的接触点应尽量

做到完全统一，都是由指尖接触琴键，并且接触点越小越好。

手指接触点统一有利于保持音色的统一，并且更加省力的弹

奏。这里特别需要强调大拇指和小指的触键，这两个手指很

容易直的在琴键上，接触点不够统一。琴键的接触点应尽量

做到在一个平面的弧度上，因为人的每个手指长短不一样，

所以应注意好弯曲度来做到琴键的接触点在一个弧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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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琴过程中发力方式的解决

初学钢琴手指的灵活度和手指力量都是比较欠缺的，

这时候应该尽量避免用手臂发力去带动上下挥动的弹出来，

科学的是用每个手指独立的去发力弹奏。不莱梅独创的“贴

键断奏”式科学化的解决初学者手指发力的问题和手型不正

确的问题。

所谓“贴键断奏式”即在初学钢琴第一步要学的演奏

方式，“贴键”顾名思义，在演奏的时候五个手指贴好琴键，

尽量不要离开琴键，特别是弹奏手指之外的手指切记不可

被借力离开琴键翘起来，最大化的独立锻炼所需要弹奏的手

指。“断奏”及为弹奏的每个音之间断开，不要使用连奏。

因为连奏是需要弹下去的手指和即将要弹的手指之间高难

度的配合，一个下去另一个松开琴键，彼此呈现属于此起彼

伏状态，这在初学没有经过一段时候的独立性锻炼很难做到

处理标准，相对应“断奏”就是在锻炼每个手指的独立性，

把第一步的“贴键断奏”式练好后就可以到第二步“贴键连

奏”式了。

“贴键断奏”式固然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这一式也有

一个“惧怕”的地方，那就是快速，快速可以说是所有技术

任何时候都需要规避掉的“惧怕”点，所谓“慢工出细活”。

“贴键断奏”式最怕弹快，因为弹快后在不仅出错，最重要

的是容易弹成断奏另外一种“跳音”，同时容易绕开手指采

用手臂，因为一旦快速人就会调动身体所有的肌肉，这时候

手臂和手腕的肌肉大于手指的，就会造成绕开手指肌肉发力

而使用手臂肌肉发力。

采用“贴键断奏”式在第一步最大化手指独立发力的

时候应该尽量控制住其他手指不要被发力的手指带动，尽量

做到独立的练习到每根手指，而非牵一发而动全身。初学的

曲目相对较简单和慢速，这时候和我们初学的手指不灵活是

同步的，用这样的方式去练习，这样充分的保证了手指和曲

目难度同步进步的进度。

3. 发力过程中手指弯曲度不统一的解决

弹琴中每根手指的关节完全弯曲好，就像老虎的爪子

一样抓住，非常有力的。同时为了能够训练力量作用到每个

手指和关节，可以将五根手指同时弯曲好一起弹下去，然后

保持 10 秒，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让 5 根手指都体会到用力

的过程，避免了薄弱的手指在弹的时候借用其他手指的力来

帮忙。另外可以用手指弯曲成像老虎爪子一样按在墙上做俯

卧撑一样去练习，这些都可以加强手指关节的力量以及手指

的指力。

    对于每根手指长短不同，每根手指按下琴键用的力

量都不相同，因为长短不一，如果中指完全用力，这样会

造成把其他手指顶起来，所以每个手指弹下去的时候要控制

好，以弹下去时其他手指继续贴在琴键上，没有被顶起来，

同时手背是不会乱动的。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手臂上放两颗

围棋的棋子，锻炼平衡性。

三、低年龄段初学钢琴的曲目如何科学分类

在不莱梅的钢琴教学法中，10 岁以内的初学者，开始

我们从指法入手，指法对应的就是 1 到 5 的五个数字，让学

生们认识的 5 个手指，通过数字指法简单化的训练学生们的

思维反应力和手指的配合。如果是五线谱，那么孩子们需要

第一步去数出五线谱的音，而且对于不同的谱号音是不同

的，找到音之后第二步需要思考手指对应的哪个音，在这里

又有一个弊端就是手放的位置不同，每个手指对应的音又会

不一样，也是不利于初学者去集中记忆的。所以如果开始用

简单的指法数字来代替，可以大大避开两大误区，同时还减

轻了学生的的反应时间差，把所有精力开始的时候全部可以

用在手型上，这样手型的建立就提高了很大的成功性。

要想钢琴弹好，归根到底是需要提高“硬件”手指的

能力和“软件”大脑的处理能力。硬件的提高属于基本功的

一种，在第一步的时候就要把地基打正确，这样随着时间的

积累，功力才能越来越深厚。如果开始的地基偏了，随着时

间积累将逐渐远离正确的道路。

结语：拔苗助长的观念过早触碰到天花板是学琴的最

大误区。我们身边常听到某某孩子学 2 年钢琴考了 5 级，幼

儿园大班过了 7 级等这样的话语，从而传达出的信息是钢琴

以这样的速度学习，其实这是极为错误的一种观念。万丈高

楼平地起，技术没有捷径，只有科学的方法相对性提高效率

而已，但一些必须要走的路和时间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作

为兴趣爱好还是特长发展，都不提倡让孩子过早的触碰到天

花板，不仅让孩子缺乏了对音乐的兴趣，同时拔苗助长对孩

子在技术上和音乐认知上的错误将是不可逆的影响。身边很

多家长觉得我们先快速让孩子考完多少级先拿到证书，后面

孩子有兴趣再从头慢慢学技术，这种观念是及其不成熟的，

带着这样的观念最后的结果是付出所有终将一无所获，同时

还葬送了孩子在音乐的发展。

    即使再没有效率的方法也敌不过错误的观念，纵使

拥有科学的方法如果观念不纠正，势必还会阻碍孩子在钢琴

上的学习，阻碍钢琴教育行业整体水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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