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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室内乐训练的价值及训练策略探析 
尤葳 

（南昌理工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44） 

摘要：钢琴室内乐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音乐体裁，其演奏发展历史已有数百年。在欧洲，钢琴室内乐能够有效解决教堂音乐以

及戏剧音乐在演出时间以及地点上所存在的局限性，不仅推动欧洲整体音乐水平的进步，对于演奏者本身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分析钢琴室内乐训练价值，从演奏合作小组、教育理论建设以及考评标准改革三个方面提出钢琴室内乐训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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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钢琴作为乐器之王，在演奏时具有极为深奥复杂的技巧，由于

拥有宽广的音乐，能够与各个音区的乐器进行配合，所以钢琴在室

内乐演奏中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和声效果，有效缓解各类乐器之间在

轮奏中切换声部的凌乱感。根据各类文献记载中我们能够发现，早

在 14 世纪巴洛克时期就有室内乐，当时的室内乐与宗教音乐还有

着极大的联系。17 世纪的作曲家更为倾向于演奏乐器的组合演出，

因而开始形成室内乐的多重奏，这个时候的室内乐是专门为贵族所

演奏的音乐，一直到 18 世纪末室内乐开始走向人民大众，逐渐开

始发展为以相约四重奏为主的多样音乐表现形式。在进入到新世纪

后，国内钢琴室内乐开始呈现出停滞不前的发展趋势，现代电子音

乐对传统古典音乐造成一定冲击，国内教育界过分重视优秀人员的

个人音乐水平的培养，对大型音乐团队以及小型室内乐项目建设并

不重视，导致国内整体音乐水平并没有过大的改观。在全球化发展

下，一个国家音乐水平的考察，并非仅仅只关注这个国家拥有多少

优秀的独奏演奏家，更需要考察这个国家室内乐演奏水平和乐队表

现能力。对此，研究钢琴室内乐训练价值以及训练策略，对于我国

钢琴室内乐发展而言起到一定推动性作用。 

1 钢琴室内乐训练的价值 
1.1 培养演奏者对音乐演奏的领悟能力 

在众多钢琴室内乐作品中，大多数音乐作品基本属于没有标题

的“纯音乐”，没有十分鲜明具体的音乐形象。演奏者在音乐演奏

过程中，如果仅仅只是针对每一个音乐符号进行机械化演奏，单一

的追求音乐线条和声音的美感，则会导致音乐最后演奏出来情况是

非常枯燥乏味的，即使是再经典的音乐作品，也能以在乐曲演奏时

引起听众的共鸣。由此可见，在钢琴室内乐训练过程中，演奏者必

须对每一个声部进行聆听，在心中对音乐作品设定形象，通过认真

分析钢琴室内乐的旋律和线条等，不断加深对音乐作品本身的印

象，这样也有助于培养演奏者的音乐演奏的领悟能力[1]。 

1.2 提升钢琴演奏节奏和速度把握的准确性 

在钢琴室内乐演奏时，纯粹的音乐排练能够帮助演奏者拥有更

为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和领悟能力。室内乐演奏更为强调演奏者之间

的配合，不同的演奏者对音乐演奏理解能力不同，对音乐演奏准确

性存在一定差异。加强钢琴室内乐的训练，能够加强演奏者对音乐

速度以及节奏的把握，增强演奏人员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对于室内

乐合奏而言，多位演奏者对每一个音节的演奏都要准确协调，室内

乐合奏必须要是整齐同步的，不能是貌合神离的。因此，加强钢琴

室内乐的训练，能够帮助钢琴演奏者对音乐节奏以及音色等有着更

为深刻的认识，钢琴演奏者能够根据音乐演奏来处理各类问题，逐

步建构自身稳定的节奏感。 

1.3 提升演奏者对音色的辨别能力 

乐曲的音色通常是建立在演奏人员的想象力之上，在钢琴室内

乐演奏时，乐曲演奏中丰富的音色有助于提升室内乐演奏立体音响

效果，为听众营造出多样化音色层次。在钢琴室内乐演奏中，音乐

主要是由不同乐器合奏完成，这些乐器音色不同，在钢琴室内乐演

奏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演奏者必须对不同乐器进行了解，

深切了解到这些乐器在室内乐演奏中所发挥的作用，以此实现各类

乐器合奏的统一性。在钢琴与小提琴的合作的重奏作品中，小提琴

较为纤细尖锐的音色虽然能够演奏出明朗大方的感觉，但是会给人

以轻飘飘的质感，钢琴在中低音区进行拉拽能够有效增强音乐本身

的立体感。如谱例 1 所示，小提琴音区在极高的位置，单簧管的位

置则是在中高音区。由于单簧管音色本身就十分温润，所以能够有

效平衡高音区音色差异。钢琴声部八度式的和弦则被非常醒目的安

排在低音区的位置，中音区配合左手节奏出现的三和弦和七和弦，

给人以沉重且低沉的效果。钢琴声部减少小提琴与单簧管声部旋律

相同所带来的音乐节奏不稳的情况，不仅拉大声部之间的距离感，

增强室内乐演奏的音响效果[2]。 

谱例 1 

 
2 钢琴室内乐训练策略 
2.1 建立钢琴室内乐演奏合作小组 

在现代教育领域，合作学习小组是各个层次、各个专业学习过

程中十分简单高效的学习方法，这一类学习方式同时也适用于钢琴

室内乐训练过程中。接下来我们以勃拉姆斯的《钢琴与大提琴第一

奏鸣曲》为例，分析钢琴室内乐演奏合作小组训练策略。 

谱例 2 

 
首先，合作前的准备和练习工作。在这部音乐作品中，钢琴的

分量不少于大提琴，演奏家的需要了解作曲家以及作品创作背景，

查找影像资料并对照总谱聆听，对音乐的大致段落结构以及谱面进

行分析，对关键部分进行独自练习。在独自练习重奏作品时，演奏

人员需要了解到自身所练习的部分仅仅只是音乐作品中的一部分

声部，不要只盯着钢琴声部两行谱表，养成看总谱的习惯，随时在

练习时养成在心中歌唱所有声部音乐进行。以谱例 2 所示，该乐曲

的前 20 小节钢琴声部主要是柱式和弦伴奏，并且大多都在弱拍，

与大提琴的旋律以及节奏相互交错。虽然这一部分只是 piano 的力

度，但是在实际演奏中推动着大提琴旋律演奏，以极具情感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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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大提琴由深沉、忧郁转变为柔和、明亮。因此，钢琴演奏者在

练习这个片段时，不能忽略大提琴演奏效果，在心中哼唱大提琴的

旋律并跟随其旋律走向演奏，控制双手演奏力度给出弱拍的和弦[3]。 

其次，合作中的练习和沟通工作。当钢琴与大提琴声部做好准

备工作，约定第一次合奏练习时间，此时演奏者对作品本身有了一

定理解和感受，通过交流倾听对方理解虚心接受对方的请教，总结

出双方认可的解释方案，确保双方能够在合作前达到思想上的统

一。演奏者在合作时不只是节拍，还包括两个人的呼吸、音乐节奏

和律动，这样才可能共同完成一首作品。谱例 2 中钢琴在弱拍奏出

的柱式和弦宛若大提琴旋律的脉搏，钢琴与大提琴在演奏时相互感

受彼此之间的推动力，使音乐本身不断流动。另外，演奏者双方必

须注意对方的呼吸，可以通过眼神交流、抬头点头等动作给对方做

出呼吸的提示。在遇到钢琴与大提琴呼吸并不同步的情况时，演奏

者既要做好自己的呼吸不被对方所影响，又要确保二者声部合在一

起时能够产生节奏的律动。我们以谱例 3 乐曲第 74-83 小节为例，

钢琴声部在 77 小节最后一拍后开始新的乐句，而大提琴则是在第

78 小节之后开始，连续的二音组使钢琴与大提琴的声部被交错开，

在 pp 的力度中，钢琴右手的旋律声部则为大提琴的演奏铺垫出平

静且带有波动的背景画面。在实际演奏过程中，钢琴声部主要是从

77 小节的第 3 拍的位置开始呼吸，从第 4 拍的位置开始进入，大提

琴声部则是恰好从 77 小节的第 4 拍位置开始呼吸，从第 78 小节的

第 1 拍位置开始进入。 

谱例 3 

 
对于演奏音量和音色问题，这也是钢琴室内乐演奏者在合作时

普遍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两件乐器的音量是否平衡、协调，其音

色是否能够融合统一，都是决定室内乐整体演奏音响效果的重要因

素。在演奏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第一段时，钢琴声部与大提琴声部均

采用连奏加断奏的语气体现小步舞曲本身所具备的舞蹈性，钢琴声

部的跳音与大提琴的跳弓有着相似之处，钢琴演奏者将手指贴在琴

键上弹奏跳音，能够使跳音听上去不仅轻巧且具有富有弹性[4]。 

室内乐作品通常是由多个声部合作而成，仅仅就钢琴与管弦乐

的二重奏而言，钢琴声部可能不仅仅只承担一个声部的份量，本文

所选取的第一奏鸣曲中就有着许多复杂且巧妙的声部层次设计，在

演奏者合奏时需要依据声部织体来安排音乐句子的走向，使其达到

协调和平衡。两位演奏者在练习时需要分析所有声部和肢体，使双

方清楚宏观的了解到整首乐曲的音乐层次，然后再从听众的角度出

发控制自己的演奏力度，使音乐的声部以及层次感均能够得到有效

协调。 

2.2 提高钢琴室内乐理论建设水平 

教育理念会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行调整，近年来，国内关于钢

琴室内乐的学术性研究成果和文献数量正在不断增多，钢琴室内乐

教师以及教研组必须不断扩充自身教学理论知识，及时更新自身教

育理念。人们生活水平质量水平的提升，促使国内音乐需求和消费

稳步增长，许多省市音乐厅开始出现钢琴室内乐演奏活动。这对于

音乐学院的学生而言，不仅仅是实习机会，更是音乐应用性的体现。

现代教育领域需要对其受众原因以及程度开展专业分析，根据钢琴

室内乐发展现状合理开设专业教学安排，保证现代高校学生所学知

识与社会所需不发生脱节。一般来说，教育理念所包含的含义是非

常广泛的，不仅包括专业理论研究，还有实践效果非常强的教学方

式研究。高校教研组以及教师时时关注钢琴室内乐教育最新理论发

展，定期组织师生学习新的理论内容，能够不断提高师生对钢琴室

内乐的认识，同时又能够有效提升钢琴室内乐演奏者演奏水平。 

2.3 加快钢琴室内乐考评标准改革 

钢琴室内乐并非是钢琴演奏者的独立表演，而是在协同表演中

进行互动，现代高校单人式的音乐考核方法并不能够体现室内乐的

团队协作水平，更无法体现演奏者本身对音乐整体演奏风格的把握

能力和控制能力。钢琴室内乐的考评标准需要围绕钢琴教学目标进

行，而并非是独立个体的考评。因此，现代高校必须对钢琴室内乐

考评标准做出相应改变。第一，现代高校室内乐考核曲目大多为百

年前的欧洲室内乐作品，为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并激励体现时代的进

步性，高校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在钢琴室内乐演奏过程中采用性的演

奏技巧，将更多的想法融入到古典曲目演奏过程中，使古典音乐本

身焕发出新的光彩。例如，武汉音乐学院联袂多个学院中西器乐表

演精英举办中国风格钢琴与室内新作品专场音乐会。演奏者将起源

于 16 世纪末在西班牙民间流传极盛的帕萨卡利亚节奏融入于二胡

演奏中，也有将民族、爵士以及现代音乐元素融为一体的《苗族风

格的爵士》，还有许多根据部分地区民歌做改变而成的协奏、独奏

作品等等；第二，高校对于室内乐考评工作不能一带而过，许多高

校对于钢琴室内乐演奏者的考核是非常敷衍的，仅仅只是要求演奏

者表演一小段乐曲即可。现代高校教师在开展钢琴室内乐考评时，

必须针对演奏者在实际演奏过程中所出现的瑕疵以及缺陷等指导，

小组成员之间经过讨论后对各自在演奏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

解决，从而推动钢琴室内乐演奏的进步[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钢琴室内乐训练所具备的价

值，结合相关案例分析钢琴室内乐训练策略。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

之间的文化软实力也在不断呈现出上升趋势，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钢琴室内乐发展与欧洲国家相比较而言还有着较大的差

距，钢琴室内乐拥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我国高校必须不断更新

自身理论资源，设立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教学制度。另外，钢琴室内

乐演奏者在必须树立清晰的合作意识，和其他乐器演奏者相互配

合，对合奏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谈论和交流并制定相应的

解决方案，最终才能够演绎出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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