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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演奏中踏板的运用探索 
纪国栋 

（红河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云南省红河  661100） 

摘要：本文基于踏板的原理以及在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上的差异，从依据和声的变化来更换踏板；以色彩效果的需要为依据使

用；根据作品的时代风格来合理使用踏板；依据乐曲的性质、音乐的形象、音乐的语气来决定踏板；为使音乐连贯而使用踏板；根

据音区选择踏板；渐强踏板、渐弱踏板、高潮长踏板；踏板的强收和踏板的弱收等方面提出钢琴演奏中踏板的运用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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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钢琴演奏中，踏板扮演的角色较为重要，一首钢琴演奏曲目

是否达到优美、深刻，激发人们的视听体验除了演奏者的双手弹奏

外，还应合理运用踏板，其钢琴演奏中踏板的运用直接关乎于整首

曲子的声音以及风格。 

1、踏板的原理以及在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上的差异 
1.1 右踏板 

右踏板又称为延音踏板、强音踏板、连音踏板，竖向钢琴与三

角钢琴的作用相同其踏板原理完全一致。踩住踏板时，通常会把所

有的制音器从琴键上抬起，让所有的琴线都可自由地继续震动，如

此，弹奏声音即可继续延伸，直到其自然地消失。离 踏板时，所

有的制音器都会按下，使琴线停止震动，声音也会立即停止，右脚

踏板具有延长声音、连接音效，且达到增强、增色的功能。 

1.2 中踏板 

竖琴上的弱音踏板被称为中踏板，其是将榔头下降到与琴弦间

的薄纱来改变音色和音量。在一般的音乐作品中，垂直钢琴的中踏

板无需使用，它的作用是在练习中降低声音，而不会对他人造成干

扰。目前，一些立式钢琴的中脚板采取三角钢琴的原理制作而成。

中踏板在三角钢琴上被称为固定音踏板、持续音踏板或保留音踏板。

演奏的人演奏下一个音符或和弦时需踩住中踏板，使之前弹出的音

符被保留，而下一次弹奏的音符则会减弱。中踏板被踩下后所有弹

音的制造器会被打 ，而这与踩下右脚踏板后不同。当右踏板与中

踏板并用时，中踏板可以保持一定的音量，而右踏板可保留住全部

的音。 

1.3 左踏板 

左踏板又称软音踏板，柔音踏板。在立式钢琴中，当左脚踏下

时，榔头会拉近与琴弦之间的距离，从而降低音量，改变音质。在

三角钢琴中，当左脚蹬踏时，把击弦机移向一侧。（榔头和整个键盘

将会在同一时间左右运动），将三根弦变为两根或一根弦，从而达到

减弱音量、改变音色的作用。左踏板通常被原意是一根弦（una 

corda），而松 时，它的意思原意为三根弦（tre conda） 

2、在钢琴演奏中踏板的使用方法 
因右踏板在钢琴演奏中使用较多，为此下述重点提出在钢琴演

奏中右踏板的运用办法。 

2.1 脚的动作基本要领 

首先，演奏者需将脚掌的中部放在踏板的圆头上，如果脚靠近

钢琴，脚尖会接触到琴盘，但如果脚离钢琴太远就会用脚趾完成踩

踏动作。脚掌要始终保持在脚踏板上，脚跟要始终保持在地面上，

脚踝是运动的中心。脚踏与踏板应灵活组合。其次，根据踏板的实

际深度，右踏板可以分成：全踏板、半踏板、四分之一踏板、三/四

踏板，或有节制地逐步加深踏板，其中右踏板包括一次全放。放一

部分、放下后慢慢抬起等。 

2.2 踩下踏板的时间 

第一，右踏板同步踏板也被称为直踏板，在钢琴演奏过程中，

常被用来突出节拍的特征。有时，在整个曲子里都会使用同步踏板

来完成演奏，或强调音符或者半音符来完成直踏板。两个直踏板之

间需留有一定的空隙，以突出平直的节拍。 

第二，音后切换，也叫切分踏板。其可以辅助连奏，和声的连

接，加强旋律的演奏能力。当演奏者弹出第二个音符时，可在手指

往下弹起后同时抬起踏板，并当手指未离 键盘时迅速松 。在音

后切换尤其要注意的是，手和脚的方向相反，即当你的手指在弹奏

时，脚会被抬起来，在此演奏者可将“上下”动作练到浑然天成，

近乎一体以达到音后切换状态。练习切分的时候要注意：一、双手、

双脚要紧密配合，不要同上同下。b.查看声音是否接通。c.右脚紧贴

踏板，使脚与踏板处于同一高度，并完全由脚掌所控制。避免在踏

板失控时，如有似换式或有杂音。 

第三，音前踩下的踏板，叫预备踏板。在演奏之前，踩下踏板，

让所有的制音器都 启后按下按键，以确保音质更加饱满。仅在一

首乐曲的 头，一段新的 头，或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停顿后，备踏

板一般用来创造气氛，可以说，“未成曲调先有情”。比如在弹奏《夕

阳箫鼓》前，可以使用预备踏板，让所有的制音器保持 启，表示

要 始表演，让观众对音乐充满期望。在贝多芬《暴风雨》的第一

乐章 始时，也采用了预备踏板。 

第四，摇摆踏板，又称为“颤音踏板”，其属于一种连续快速的

踏板运动。通常用于音阶、半音阶，既能维持音量，又能防止音质

混杂。 

在钢琴演奏过程中，直踏板与切分踏板运用较为频繁，也是钢

琴基础课程教学的关键。 

3、在钢琴演奏中踏板的使用规律 
3.1 依据和声的变化来更换踏板 

音色的清脆是钢琴演奏的基本要素。一般情况下，一个和弦由

一个踏板组成。为此音色发生变化，脚踏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不

管和弦的形式为柱式和弦、分解和弦、半分解和弦等都应遵循其原

则，完成更换。在柱式连续与和弦动作中，一个和弦用一个踏板，

若是连奏，也可以用切分的踏板来完成。当和弦为连续琶音（尤其

是长琶音）时，也可根据和声变化使用踏板。 

低音的音色非常重要。在某些无法用手维持低音但需要和声支

持的部分中，因低音与和声为结合，在此需运用踏板维持低音，让

低音与和弦连接以达到演奏需求。 

例如，帮助钢琴演奏表现出节拍与力量的踏板节奏也被称作“节

拍式踏板”。在一些有较高节拍的音乐中，例如四拍的进行曲、三拍

子、二拍子等或在有强烈节奏感的和声伴奏中，强化节拍，以突出

有特色的节拍、增强节拍，使节拍更鲜明、更生动，通常可以使用

直踏板。也就是强拍、弱拍、四拍子的强拍等都可按照直踏板踩踏

点一下的方式完成演奏。比如储望华的《解放区的天》， 头 4 个小

节为锣鼓声，每个拍子都需半拍踩下或后半拍松 的直踏板演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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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如，在实际演奏过程中，当音乐中出现特别强音（sf）、重音（>）、

切分音、某些强有力的结尾和弦时，可以使用直脚踏板来加强音量

和共振，以彰显“重音踏板”。在和声变化中的运用优势[1]。 

3.2 以色彩效果的需要为依据使用 

不同的钢琴演奏作品其演奏风格要求不同的声音色彩，在此要

仔细地观察其作品的本质和其所要求的音色，以便确定如何使用踏

板达到色彩辅助效果。 

例如，一组连续的或半音级，在古典的作品中，为了获得良好

的演奏效果，往往没有踩踏板或减少踏板；但在莫什科夫斯基、肖

邦、李斯特都为半音阶、多音节组成其伴奏与音阶需踩在同一踏板

内才可表达出作品所需的色彩声音。若不踩踏板则会失去演奏声音，

其和弦与音节即无法发挥实际演奏效果。同样当需要轻柔的音阶、

半音阶时，可以使用震音踏板；如果在需要模糊效果时，可以把踏

板踩得更浅一些。若不适用踏板其钢琴演奏在音色上与有踏板的演

奏音色会产生较大的差别，一般这种效果可通过音乐对比来完成。

在适当的地点，用一种干燥的声响来进行比较，可以使听觉焕然一

新[2]。 

3.3 根据作品的时代风格来合理使用踏板 

在车尔尼（1791-1857）的 599，849、299，740 中，一些可以

恰当地运用踏板。当然，在练习时，初学者也可使用踏板的新练习

曲进行，初学者可将注意力集中在手指的弹奏技巧上，而不是增加

踏板的练习。复调作品因其声部较多，故应少用或慎用踏板，以保

障演奏时每个声线的清晰；古典作品要求声音清晰透明，演奏海顿

和莫扎特作品时，可以减少踏板，或踩浅、短、频繁更换。贝多芬

的乐曲可以适当地使用踏板，其浪漫派使其的作品也使用踏板与和

声产生共鸣或与和声达到烘托、增色的效果。同时，踏板在肖邦和

李斯特的创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象主义作曲家如德彪西和拉威

尔等作品，应当将关注点放在踏板的深浅上，以此表达出该时期作

曲家的风格特色。不同的踏板使用深度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即踏

板在钢琴演奏中的基本原理。在教师的引导下，初学者还应特别了

解巴洛克、古典、浪漫、印象等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以便更好

地根据作品的时代风格来合理使用踏板[3]。 

3.4 依据乐曲的性质、音乐的形象、音乐的语气来决定踏板 

（1）抒情的、缓慢而悠长的曲调，通常可使用切分踏板来完成

演奏，在使用切分踏板时可增强曲调的歌唱能力，使其连贯，确保

音色柔和不会出现发干音色。 

（2）雄壮有力的曲调，可选择直板或切分踏板。 

（3）节奏感强的曲调，通常使用直踏板。 

（4）具有舞蹈特征的曲调，通常使用直踏板。一部钢琴作品中

经常会出现多个不同的音乐意象。因此，可以使用不同的踏板，可

在特定的段落（或乐句，或某个音）上采用直踏板，而在其他部分

则采用切分踏板[4]。 

3.5 为使音乐连贯而使用踏板 

在钢琴演奏过程中，若音程与音符的间隔超出了手指间距，或

无法通过手指进行连结，则可用踏板将音符与音程相连接。尤其是

在连续不断的和弦连奏中，可采用切分踏板，以确保实现各种和弦

的完整连奏。 

例如，修饰、美化声音（也许是一个音、一个旋律或一个和弦）

单脚踩踏的声音要比没有踏板更加圆滑，音量也略微增加。尤其是

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单音的连奏旋律会以较低或中等的速度出现，

为此使用脚踏可以避免多重的音色。在决定是否要使用一个或多个

音符时，可在选择踏板之前，充分考虑到其速度、力量和范围。在

低的范围和缓慢的速度下，每个音符都需使用一个踏板；如果音阶

不太低、力量不强、速度较快的单音，可以使用较长的踏板（多个

音阶一个踏板）。再如，为达到和弦美化效果，可用踏板使和弦更饱

满。在美化和弦时，一般需要力度或变化以增加音色厚度，在此可

使用踏板。在有和声伴奏的旋律中，应该从和声因素入手，同时兼

顾旋律的修饰，选择合适的踏板类型。短暂的触摸（踩踏踏板）会

让声音变得更加优美，让音乐更具表现力，而不会让听众觉得敲击、

发干[5]。 

3.6 根据音区选择踏板 

在中音区或低音区中，若出现无法叠加的音，应按照音区合理

选择踏板，一般来说低音区应该经常更换或减少踏板。当钢琴演奏

曲目处于高音区时，演奏者可使用踏板，且踏板不会改变声音线条。

当音区超过 g3 时，钢琴自身不会发出声音，为此演奏者可使用踏板

将琴弦震动起来，把钢琴上 低沉的音区丰满起来。 

同时，还可结合速度选择踏板，一般来说减速时，要经常更换

踏板。速度越快，越能使一个踏板的长度变得更长[6]。 

3.7 渐强踏板、渐弱踏板、高潮长踏板 

（1）渐强踏板。逐渐加强的踏板，在逐渐增强的一段音色上缓

慢地往下沉，使之越来越深，直至上升到下一个强度的水平后使用

全踏板，在此可使演奏者的手指更好地掌握渐强的音色，彰显钢琴

演奏作品中上扬的效果。 

（2）渐弱踏板。该踏板方式不同于渐强型踏板，它是在逐渐减

弱的后半段缓慢地将踏板抬高，使其逐渐变薄，以达到逐渐减弱的

作用。这两种类型的踏板都需要较高的足部控制力。 

（3）高潮长踏板。在音乐的 高处，有时会采用更长的踏板，

把声音、辅助音和经过的音结合起来，以增强乐曲的力量，营造出

一首乐曲的高潮，让其音色更为雄壮。李斯特的《G 大调钢琴高级

练习曲》第四节的高潮部分，《塔兰泰拉舞曲》的高潮部分，以及拉

威尔的《戏水》都需使用高潮长踏板[7]。 

3.8 踏板的强收和踏板的弱收 

踏板的强收和踏板的弱收在钢琴演奏过程中多用于演奏结束

前，即曲目结尾处。强力踏板：当音乐结束时，踏板放掉并获取到

强烈音色与节奏效果。微弱的收音：当音乐以平静的情绪结尾时（通

常为延长的音调），演奏者可慢慢地放低踏板，让声音变得均匀而缓

慢[8]。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钢琴演奏过程中，需合理实用踏板，切实发挥踏

板演奏在钢琴演奏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同时，演奏者应认识到踏板

的合理运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掌握的，需要在了解基本原则以及

相应的原理办法后，持续加深对钢琴演奏作品的理解，只有如此才

可创造出变化无穷、充满灵性的音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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