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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二重奏演奏指导教材的开发及探究 
彭丽施  陈正平 

（曼谷吞武里大学） 

摘要：本文从国内钢琴二重奏教学及教材现状的分析出发，为钢琴二重奏教材的编写提供了设计思路以及内容的建议，其目的

是为了加快完善我国钢琴二重奏课程构建，填补教材空缺，让学生能更轻松地学习钢琴二重奏，领略钢琴二重奏演奏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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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iano duet teach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a，

this paper provides design ideas and content suggestion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piano duet teaching material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ccelerate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piano duet curriculum in China，fill in the gaps in teaching 

materials，and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piano duet more easily and enjoy the fun of piano due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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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二重奏作为钢琴教学的重要补充，主要分为钢琴四手联弹

以及双钢琴演奏两种形式，对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及演奏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合奏可以帮助钢琴学习者获得关于音乐艺术有价值的信

息，开拓音乐视野，也可以提高音乐表演技巧。钢琴二重奏音乐作

品具有鲜明的声部互动特点，音响效果层次变化丰富，需要双人默

契地配合，更强调两位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演奏技术要求、音乐

处理、乐句呼吸、触键音色等一致性。从舞台表演的角度而言，二

重奏演奏的难度甚至大于独奏。 

一、国内钢琴二重奏教学及教材现状 

钢琴二重奏课程及教材的开发在我国的普及教育中仍处于探索

的阶段。国内对钢琴合奏的训练价值重视程度不够，其相关研究也

相对较少。部分专业音乐院校为钢琴演奏专业、音乐教育专业的学

生开设专门的钢琴重奏课程，配备专业的钢琴重奏教室。普通钢琴

教育机构有条件设置钢琴二重奏课程的并不多见。许多已参加工作

的普通教育机构的钢琴教师可能并没有进行过系统专业的重奏课程

学习，对钢琴二重奏的内涵缺乏深入研究，就直接进入了二重奏的

教学环节当中，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这也是我们在钢琴二重奏比

赛和演出活动中，看到表演者演奏水平参差不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原因。 

目前，除了我国钢琴二重奏课程的构建尚未成熟以外，市面上

只有少量已出版的钢琴二重奏作品集在售卖，并没有推出过以钢琴

二重奏相关知识及演奏指南为主导的教材，而钢琴独奏作品集和入

门级普通钢琴教材则占据大部分市场。大多数师生演奏钢琴二重奏

作品是练习和摸索同步进行的，当中不乏对钢琴二重奏合作方法技

巧的感到困惑。由于没有一套对钢琴二重奏知识进行梳理的教材，

而提供钢琴二重奏演奏提示的作品集也并不多，导致许多普通教育

机构的钢琴老师认为重奏课程开设难，教学难，教学效果差强人意。

因此，开发钢琴二重奏演奏指导教材的意义，不仅有利于钢琴学习

者对钢琴二重奏演奏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有效地提高演奏水平，

也将填补钢琴二重奏指导教材的空缺，解决教师教学难、无教材参

考的痛点，便于教学的开展，让学习者递进式地从认识二重奏，理

解二重奏，最后能演奏二重奏三个不同阶段进行学习。 

二、钢琴二重奏演奏指导教材的设计思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 2022 年版《艺术课程标准》

的指导内容，对教材编写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总结如下：内容材料

应是中国文化和国际文化的结合，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的艺术成果，

形式应多样化，艺术教材的内容安排和呈现形式要适合核心素养的

培养，要与时俱进，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 

为了使学习效果更显著，学习过程更加丰富精彩而不乏味，一

本钢琴二重奏教学教材大致可分为五个模块，结合钢琴二重奏的教

学方法，其中应该包括钢琴二重奏发展的中西方音乐历史、钢琴二

重奏发展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中西方作曲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与

钢琴二重奏相关知识的介绍、钢琴二重奏演出前的准备、合作难点

与解决办法、演奏技巧要领、舞台表演等指南，还应包括练习效果

的评估和评分细则等要点进行编写。在编写教材时，有必要说明该

教材的适用范围，应该按照不同年龄、不同演奏水平的钢琴学习者

进行分类编写。 

三、钢琴二重奏演奏指导教材的内容 

教材编写的内容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钢琴二重奏相关知识的介绍 

在进入钢琴二重奏学习之前，首先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钢琴二

重奏，钢琴二重奏的形式分为几种，以及与钢琴二重奏相关的历史

知识。目的是让学生对钢琴二重奏有一个初步认识的概念，丰富学

生的知识储备。比如我们可以谈谈中西方钢琴二重奏作品的兴起，

查阅资料是大多数学生都会忽略的环节。如果我们的钢琴二重奏教

材不再只有乐谱，而是配合精美的图文讲解，在练习乐谱之前浏览

简短的、有趣的、必要的知识作为引入，也能提高学生练习的浓厚

兴趣。 

（二）钢琴二重奏演出前的准备 

这一部分内容的主旨是引导学生正确地开启钢琴二重奏的练

习，并提供合适的建议。具体可分为四个部分： 

（1）搭档的选择：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可以是自己

的同学、家人甚至是师生的组合，但两人的演奏水平应是相近的。 

（2）钢琴的摆放：当我们演奏双钢琴时，两架钢琴摆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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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唯一。教材的编写可分析每种摆放位置的优点及缺点，帮助学

生迅速地选择合适的摆放方式。例如“两架三角钢琴相对摆放，演

奏者分别坐在舞台的两侧，这种安排通常包括移除舞台右侧的钢琴

琴板（第二钢琴），并将左边的钢琴琴板（第一钢琴）支撑到最高的

角度。这样的安排可以平衡两架钢琴的音响效果，让观众有更好的

听觉体验，也更科学。缺点是演奏者双方距离较远，很难观察到对

方的身体动作和表情，需要更多的练习来提高彼此的默契。因此，

在演奏时，谱架要尽量调低，座椅调整到合适的高度，尽量能看到

对方的头部。”除了文字清晰的表述，教材中应该配合图示插图，这

能让学生对钢琴位置的摆放有初步的概念，使练习和演出的过程更

加顺畅。 

（3）分析钢琴乐谱：这是练习钢琴二重奏比较重要的准备环节，

却又是大多数学生常常忽略的步骤。这部分内容的目的是引导学生

在演奏前，对作品进行全面的分析，首先观察乐谱，而不是盲目地

直接开展练习。学习掌握谱面音乐信息的方法，会让练习的过程事

半功倍。教材可以包含下列提示：1、如何合理地选择符合目前演奏

水平的二重奏作品；2、第一钢琴和第二钢琴的由谁来担任；3、如

何通过作品的时期、体裁、作曲家、民族风格、音乐情感一些列的

信息查阅和聆听，并掌握更多的音乐信息；4、旋律声部和伴奏声部

是如何在第一钢琴和第二钢琴之间切换的？5、与搭档争取更多一起

练习的时间以及展开讨论。 

（4）享受舞台：与钢琴独奏所不同的是钢琴二重奏是双人合作，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合作和准备。教材中可以从合作的角度出发，让

学生理解个人和团队协作的区别。从个人音色及音量的控制，聆听

对方的声部，肢体及眼神的交流，再到理解同伴的同理心，是以组

合为单位，舞台上将荣辱与共等等文字的描述，也能让学生在正式

进入钢琴二重奏学习前做足良好的心理准备。 

（三）针对钢琴二重奏演奏技巧及难点的练习 

作为教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钢琴二重奏的练习应该以训练

协作技巧为目的，将钢琴独奏的教学法融合到钢琴二重奏的教学中，

提高学生的听觉灵敏度、视奏能力、演奏技巧、合作能力、音乐表

现力等方面，通过针对性的音乐片段或小型乐曲的训练与演奏提示

的讲解，使学生在练习和实践中更得心应手。 

在众多钢琴二重奏作品中，比较常见的需要掌握的演奏要点主

要有五类：1、同步开始，整体演奏；2、不同的节奏风格；3、持续

的渐强或渐弱；4、乐句的交替与呼应；5、音色与触键技巧。教师

在编写教材时应按照这些演奏要点进行练习曲的挑选。每首练习的

选择可以是新创作的、具有明显训练特征的、比较短小的乐曲，也

可以从众多钢琴二重奏音乐作品中截取部分代表性的乐段。为了顺

应学生学习过程的发展规律，练习的难度应该由浅到难，每个训练

目标都可以设置简单、中等、困难三种难易程度的练习。 

教材除了提供乐谱以外，应在乐谱处进行色彩标记指引，并配

合详细的演奏提示讲解。 

（四）实践与演出 

通过前面三个部分的学习，学生来到了正式练习作品的环节。

除了专业的教师授课以外，教材可以从曲目挑选的方向、合作实践

的办法、舞台演出的注意事项和心理疏导等各个方面的细节提出良

好的建议。引导学生从他们选择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二重奏演奏的

知识点，总结前面练习和准备的经验知识，并将其方法和技巧应用

到作品的演绎当中，最后走向舞台进行展示。 

（五）评估 

当学生完成了一场钢琴二重奏的演出或考试时，如何对学生的

演奏进行正确的评价，一份细致的评估细则是必要的。因为这份评

估报告可以帮助学生找到还需改进的问题和努力发展的方向，对表

现好的地方给予肯定和鼓励，这会使学生增强自信，继续寻找进步

空间。评估细则主要围绕演奏技术、音乐表达、协作能力以及舞台

呈现四个方面进行评估。与钢琴独奏评估所不同的是除了评估演奏

技术表现、乐谱信息表达是否正确以外，更侧重双人协作程度的评

估。例如整体合作是否顺利、协调？是否能让具有二重奏鲜明特点

的互动式音乐交流贯穿始终？第一、第二钢琴在演奏时是否能做到

主次分明，充当伴奏角色时不喧宾夺主？两位合作者是否都能融入

对方的音乐当中？ 

评估的办法和评分项目的设置可以参考国内外钢琴考级评分细

则，以分数段划分等级，其中应该设置一个详细的评分表提供给师

生参考。 

四、钢琴二重奏演奏指导教材开发的价值及展望 

多项研究表明，通过钢琴二重奏的学习，多数学生将在以下十

个方面获得提高和进步：阅读和分析音乐乐谱的能力、控制节奏的

能力、演奏多声部旋律的能力、视奏能力、听觉能力、合作意识增

强、表演热情攀升、音乐思维能力的提高、拓展音乐世界观、克服

舞台紧张。由此可见，钢琴二重奏教材开发是可行且有价值的。一

本实用型的教材能填补此类教学教材的空缺，消除了学生在进入学

习前的认知困惑，使知识的输出及传播更直接，更具形象化。针对

性的练习曲也为学生在正式排练前，在课堂上提供了实践的尝试机

会。教师能通过短小的练习，快速地帮助学生改善演奏的技巧，发

现问题，从而提高学习效率，带领学生从无二重奏演奏经验顺滑地

过度到二重奏作品的练习中。钢琴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可以直接

利用这样的教材和练习进行教学，能带领学生阅读知识--打开学生

的音乐思维和二重奏演奏思路--演奏技巧的训练--完整作品精弹

--成果反馈等不同的学习阶段。 

同时，开发钢琴二重奏演奏指导教材也将填补我国钢琴二重奏

教材的空白，推动钢琴教学的发展，对完善钢琴二重奏课程的构建

有重大深远的意义。为了顺应多媒体信息技术教学的发展，未来还

可以考虑将其做成音乐软件模式，添加音乐作品可视听化功能，将

文本信息阅读及二重奏音乐作品鉴赏同步进行，丰富学习形式。我

们甚至可以为高校师生研发可自主创作或改编的 AI 人工智能模式。

例如，有作曲能力的学生可以通过教材中的作曲模式创作和生成新

的音乐片段，开启音乐灵感，然后邀请同伴一起演奏。还可以提供

音频和视频的录制功能，使学生在使用电子教材时更便捷有趣，提

高学习和排练的效率。这种多媒体教学模式或将影响未来钢琴教材

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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