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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教学中学生乐感培养策略分析 
张雪雁 

（海南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  海南海口  570100） 

摘要：在钢琴教学中，教师需要注重对学生乐感的培养，这主要的原因是乐感作为音乐表演艺术的主要灵魂，能够通过这种灵

魂使得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有效感知音乐作品的内在含义，使其具备较强的感知力以及理解能力，因此，乐感作为钢琴演奏中

能够影响演奏效果的核心要素，是艺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钢琴演奏而言，需要展示的除了声音的艺术展示之外，对于情感

艺术的展示也极为重要。因此，对于中国钢琴教学，需要不断培养学生的钢琴演奏乐感，只有使学生具备丰富的乐感基础，不断强

化情感，才能使学生在演奏的过程中，不断激发音乐演奏的感染力，促进学生进入更高层次的钢琴演奏艺术研究领域当中，乐感的

培养对于学生钢琴技巧训练和未来艺术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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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乐感的重要意义 

对于音乐的作品演奏而言，其中的乐感能够对音乐作品中蕴含

的情感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对于钢琴教学的开展来说，对于学生

的乐感培养具有较高的价值。一方面是具备乐感的学生自身演奏

时，能够对作品的内涵意义有效掌握，除此之外，可以通过演奏的

技巧和自身对作品的理解，不断有效呈现动人的音乐；另一方面，

对于学生有效养成乐感后，能够有效提升演奏水平，进而强化演奏

动力，激发学生对音乐的追求情怀，刺激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和不断

坚持对钢琴的学习。 

2.钢琴教学中乐感培养的现状分析 

2.1 学生缺乏端正的学习心态 

实际上，钢琴属于一门高雅的艺术，从诞生以来就不断受到关

注，虽然对于钢琴的学习极其艰难，但通过不断学习，能够强化学

习者的气质，进而良好地掌握钢琴技巧[1]。因此，对于学习者而言，

需要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与训练。但是，对于当前存在的

一些不良价值观的影响下，存在部分家长无法为孩子的学习奠定基

础，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追求速度、资格以及等级为

主，使得对于这种高雅的艺术学习增加了疲惫感。对于钢琴的学习

过程中，训练实际是个枯燥的问题，如家长无法给予孩子正确的学

习心态，便会严重影响学习效率。除此之外，部分教师旨在强化自

己的经济效益和声望，不断要求学生积极训练和参加等级考试，使

得学生无法正确理解学习的最终意义，无法通过端正心态进行学

习。 

1.2 缺乏对于乐感教学的重视 

对于钢琴教学而言，需要强化对技巧和乐理相关知识的重要

性，但由于对钢琴考核等级存在不同的要求，使得其对于技能以及

相关知识的主要考核内容而言不一致。但总体而言，不管是那种等

级以及考核方式，对于学生的乐感以及乐思都需要不断重视。不过

对于当前的钢琴教学而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于钢琴的学习

以及认识都出现一定的偏差，无法充分重视乐感的有效培养[2]。对

于钢琴教学背景而言，实际也出现了较多的优秀弹奏者，但实际在

发展过程中，很少出现比较知名的钢琴艺术家。对于出现的钢琴家

来说，实际要求的不仅局限于需要丰富的乐理知识以及主要的弹奏

技巧，还需要对乐感有着较大的要求，因此，钢琴教学过程中，需

要对学生的乐感教育培养采取足够的重视力度。 

3.钢琴教学中学生乐感培养策略 

3.1 保持正确良好的学习心态，遵循个体及学科发展的自身规

律 

对于任何事物的学习，都应该不断强化对个体以及相关学科的

内在发展规律的遵循力度，尤其是对于“乐器之王”的钢琴而言，

其主要集艺术性和高难度技术性于一身，需要不断遵循这种规律。

对于全部阶段的钢琴学习而言，家长还是学习者，最重要的依然是

以一种持之以恒以及脚踏实地的学习态度，不断强化学习的人格魅

力，这实际是一个珍贵的人格魅力塑造过程。实际上，天赋、机遇

以及勤奋是成功的垫脚石，对于音乐爱好者，最重要的是对音乐真

正的热爱，而技能层面并非一定需要达到某种高度[4]。对于钢琴教

育而言，当前的学琴者以及家长对于钢琴的接触时间相对有限，从

文化层面而言，未能全面了解和认识，在这种背景下，便开始将主

要的希望寄托于更高级别的考试、为升学考试加分以及参与比赛取

得优异成绩等，这实际便是一种功利化，对学习的期望值较高，对

于音乐的学习会带来美好的体验以及潜移默化地影响严重忽视，给

学习者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对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家长以

及教师，都需要保持良好的学习规律和保障学习态度端正。 

3.2 在教学过程中应始终贯穿对乐感培养的内容 

3.2.1 培养和训练敏锐而有辨识力的内心听觉 

内心听觉实际上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通常指见到乐谱时，能

够通过心理不断展现实际音响以及音乐风格内涵，对于具备内心听

觉者而言，仅通过对乐谱符号信息的识别，不断结合自身对于音乐

风格的有效把握能力，就可以将作品内在的音响效果初步在心里有

效展现出来，使得在练习之前就有所把握，在此背景下，只要通过

认真练习与琢磨，就可以将明确的练习重点以及目的展现出来，通

过这种方式，才能不断促使学习的技巧有效地服务于音乐演奏当

中。针对这种情况，对于钢琴练习的前提便是内心听觉，同时这种

听觉还是乐感培养的重要基础，实际这就能够解释作曲家不经乐队

演奏便能写成总谱的原因。对于缺乏内心听觉指导的音乐而言，其

演奏过程必将凌乱、空洞、无力、苍白以及缺乏音乐灵魂。 

3.2.2 能够演奏优美而富于变化的音色 

对于钢琴的演奏而言，除了能够演奏出多重音响的效果之外，

主要还呈现出丰富的音色、宽广的音域以及大幅度的音量，能够和

管弦乐队的音响特征相媲美。对此，在演奏的过程中，钢琴能够呈

现出优美的音色以及富于变化的特征，对于乐感的有效呈现具有重

要意义。这实际对于演奏者而言，能够对综合造诣的有效验证之外，

同时还是钢琴音乐对于情绪的渲染、意境的描述和内涵的有效揭示

以及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主要的途径。针对这种分析，对于钢琴的有

效教学和演奏，其中的音色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3.2.3 清晰的乐句划分对乐感呈现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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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钢琴音乐的演奏而言，其同声乐、管乐一样，都需要采用

停顿、断句和呼吸的方式，对于部分钢琴演奏者而言，对于练习以

及演奏的过程中，仅局限于对音符以及时值的准确性以及主要的乐

曲的熟练度，而相关的句法以及结构法，其演奏出来的效果比较杂

乱，甚至存在不知所云的现象，对于初学者而言更是如此。产生这

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个人对于乐曲结构的分析以及相关的

能力问题；二是个人的内心出现了对音乐审美标准的问题比较欠

缺。如果演奏者对于内心音乐审美的标准的主要能力比较强硬，且

内心的听觉方面比较敏锐和细密，对于钢琴的演奏而言，能够以自

然的方式达到平衡的效果，对于相关声部旋律线条的主要走向也会

比较注重，甚至对于特殊节奏以及强弱的表现上面也会成为一种敏

感的效应。对于分句感受的培养方面，钢琴教学中，教师需要对学

生在曲目演奏的最初阶段，需要在句法和结构法上面不断重视，而

不应该局限于谱面相关信息的准确性。 

3.2.4 善于正确运用踏板来丰富钢琴音响色彩 

鲁宾斯坦是俄罗斯的著名钢琴家，这位钢琴家曾指出，“踏板

是钢琴的灵魂”，可见踏板对于钢琴而言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对

于部分钢琴演奏者而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有效弹对乐谱，而

其中踏板的作用被严重忽略，尤其是初学者而言更是比较普遍，这

实际是一种不对的方法[7]。主要原因是对于钢琴弹奏过程中，踏板

的主要作用是能够促进演奏者演奏出更加丰富的音响效果，对于演

奏过程中，踏板的选用、踩踏板的深度、切分踏板以及柔音踏板等

都是比较重要的环节，需要采用长时间的训练方式，不断养成一种

优秀的使用习惯，对于钢琴的演奏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 

3.2.5 综合理解作品 

对于钢琴演奏而言，其属于一门重要的艺术学科，而非对于技

术的有效呈现，在演奏的过程中，如果演奏者仅局限于技术的有效

应用，未能真正感受到音乐的美妙之处，这对于钢琴音乐而言，也

就失去了其真正的灵魂，使其变得比较空洞以及乏味，在这种局面

下，对于弹奏方面，除了对技术的有效掌握之外，还需要不断强化

综合理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对于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

需要传授学生相关弹奏技巧之外，对于曲目的主要作者、创作时间、

创作的主要背景以相关的艺术风格都需要进行讲述，甚至还需要包

含同时代时期，人们的主要审美以及当时的文化特点等都是授课的

主要内容。对于学生对相关作品的乐谱基本熟悉之后，需要强化对

作品的主要内容、情绪、音乐的主要风格、形象以及相关思想等进

行综合研究，在充分理解所演奏的作品的基础上，在演奏的过程中，

才能有效的抒发真挚的情感，进而产生绚丽的演奏效果；二是需要

不断强化学生对作品的主要时代特征、作曲手法以及相关的艺术风

格等全面的综合理解能力，同时，教师还需要强化学生对音乐理论

以及史论和相关作品知识的科学分析，不断强化自己的知识能力；

三是需要充分借助现代化信息背景下，能够有效查到的相关图书和

主要的音响等相关资料，对于需要强化练习的曲目，需要不断采用

系统以及认真的方式进行有效分析以及对比，这种方式能够强化对

作品进行全方位的理解。 

3.2.6 想象力是富有情感演奏的重要环节 

对于任何一种艺术而言，其主要对于创作者的主要思想以及情

感的有效表现，而观察者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想象力，这样才可以

有效对其进行认知以及理解，进而能够不断修炼艺术灵感，获取美

感和强化自我情操的有效陶冶，对于钢琴艺术而言，也符合这种标

准，并非对于乐谱相关术语进行机械化照搬或者有效理解即可，实

际这仅是对于乐曲的物理化记录，对于作曲家对曲谱的内在精神以

及情感未能有效记录，对于优秀的演奏者来说，大都可以通过发挥

自己优异的空间想象能力，不断将乐曲的情感以及内涵有效地表现

出来，而这恰恰是音乐的主要核心以及灵魂之所在，同时还是音符

具备强烈的动感以及生命力，且在演奏的过程中拥有较强的感染力

而不可缺少的重要特质。对于教学而言，相关授课教师需要强化和

引导学生对某一乐段以及主要的作品进行欣赏，不断想象相关的情

感和主要涉及到的场景，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丰富其主要

的想象内容，这实际对于学生而言，可以塑造其创造性思维的有效

培养和全面提高，哪怕在练习练习曲时也要强化学生对练习曲，是

练习，更是曲的理解。对于具备标题的乐曲来说，需要培养学生仅

通过对标题的相关内容的提示，便可以展开想象力去感受相关内容

的能力，进而养成丰富的创造性思维。通常而言，良好的音乐表现

力，实际就是需要对音乐的主要感受力、创造力以及理解力等相关

情感要素以娴熟的方式以及技巧进行有效演奏，这实际上就是钢琴

演奏者需要在演奏过程中达到的主要目的。 

3.3 合理使用传统教材，因材施教的注重搭配新教材，对增强

学生兴趣、提升乐感大有裨益 

对于西方传统钢琴教材的流传，主要经历了多个时代的有效检

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这些教材对于演奏技能的主

要训练上，具备了不可替代的主要作用，但实际上，由于曲目存在

陈旧，且在编排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同时，涉及的曲风没有有

效结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以及未对本国的主要文化背景进行有效融

合，使学生在联系的时候出现了较大的理解困难性和学习枯燥性。

因此，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理解程度，合理使用相关的教材，分析

学生不同年龄段呈现出来的心理特征，适当融入一些能够激发学生

兴趣以及可以丰富学生的音乐感受的新教材。对于选曲方面而言，

需要注重规范性和音乐性的选择，对于学生的主要民族文化需要充

分考虑，结合使用大量的现代作曲技法等[9]。总体而言，对于教学

内容来说，需要强化对内容的补充以及更新，对于特色的展现需要

不断将现代与传统作品相融合。 

结语： 

对于钢琴教学而言，不应该局限于触动听觉层面的训练，而是

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者的心灵触动以及主要感知和审美体验的培养。

对于演奏过程中，需要具备高超的技术水平的同时，还需要具备生

动的形象感、富于特色的音色感以及深浅感。当前的钢琴教学中，

发现很多演奏者仅局限于在技术层面上反复训练，对于如审美、修

美能力以及判美等艺术层面的培养被严重忽视，导致在演奏过程

中，出现审美以及感知力和表现力存在较大的缺陷，使得乐感极为

缺乏。因此，需要借助音乐的审美标准以及主要的教学环节所涉及

的特征分析，不断加强对学生的乐感训练和培养，这对于演奏者的

立美和审美表现能力是有效展现，对于审美追求的提高也具有较大

的作用，进而促使学生进入更高层次的专业钢琴艺术研究和演奏领

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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