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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国风格钢琴音乐教学的兴趣引导实践 
林  可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摘  要】中国风格的钢琴音乐教学，与钢琴的教学密切相关。因此在高校的钢琴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有关民族音乐

的钢琴曲的教学，包括音乐理论知识方面，以及通过钢琴的演奏、音律的强弱起伏变化来提升学生对于民

族钢琴音乐内涵的理解。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该注重学生对传统民族音乐兴趣的培养，提升教学

效果，可以通过民族音乐的教学，弘扬传统文化，借助钢琴进行西洋音乐与民乐的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这样可以让钢琴的音乐教学紧跟时代步伐。借助民族音乐或者国风乐曲进行钢琴教学，已成为高等教

育学校钢琴音乐教学中极其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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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钢琴的音乐教学中，民族乐曲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这一点不仅仅表现在理论乐理知识上，还表现在演奏

方式、演奏情绪的教学，不同的节奏以及按键强弱所传达

出来的情绪有所不同。而民族音乐作为传统音乐艺术，需

要我们继续弘扬和传承。因此将其与西洋乐器结合进行演

奏值得提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民族音乐创作背

景及细致讲解，培养学生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对民族音乐

艺术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教师应在课堂或者学生课下

进行乐曲练习的时候培养学生在演奏过程中注重音乐情

感的表达，鼓励学生可以通过音乐的律动进行曲谱的完

善，让学生逐渐有创作的意识，将创作融入到音乐曲谱的

完善上。这样学生就会逐渐学会通过音乐的节奏、强弱的

旋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继而有助于学生日后的学习及音

乐的创作。这样教师可以通过培养钢琴专业的学生来逐步

提升中国风格音乐的一个传承和弘扬，以期取得较好的音

乐教学效果。作为教师，可以通过在乐曲的历史文化背景、

乐曲要表达的含义及演奏指法上开展教学，培养学生对艺

术的热爱，这样学生可以以更加积极的学习状态投入到音

乐中来。 

1  传统民族音乐的文化熏陶可以培养学生的音乐
兴趣 

钢琴这一乐器虽然为西洋乐器，但是其音乐教学应该

是民族化和多元化的。音乐无国界，所谓的音乐创作在情

感表达的基础之上，每一首乐曲都有其独特的创作背景，

这一创作背景也基于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特征及社会发

展情况。对于广为流传的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作为在校的

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将其进行

传承与弘扬。音乐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对于传统

音乐的兴趣培养，使其热爱民族音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流行音乐的大批出现，不少专

业学生爱好演奏较为流行的音乐，以博得大众共鸣。这一

现象也就说明传统的经典民族音乐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

承，所以说学生在日常的学习以及自己演奏练习的过程中

应该注重轻文化演奏这一问题。这也就要求教师在进行理

论知识教学时加大对乐曲历史文化的讲解力度，尤其是艺

术作品表达的思想内涵方面。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通

过播放交响乐队，或有名的音乐会，或演奏家的演奏视频，

将其进行拆解讲解。例如，每一段情绪如何表达，某一段

演奏者如何通过控制强弱和节奏带来传递音乐情感等。通

过视频进行课堂讲解，更容易激发学生对传统经典音乐的

兴趣。让学生爱上课堂，逐渐享受音乐鉴赏这一过程。 
除此之外，高校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们策划校园音乐

文化节，将中国风格的钢琴表演曲目在舞台上进行展示。

同时，也可以建设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这样

就可以通过系列活动的举办来正面宣传“中国风格”这一

主题的钢琴音乐文化作品。在举办活动中可以主要包含三

种活动的举办形式。第一种是邀请专家开展讲座形式的演

出活动；第二种是以比赛的形式举行乐曲演奏比赛；第三

种是进行音乐演奏作品的征集，并进行海选和评奖公示

等。目前全国的钢琴教学多数是西方风格的乐曲，这是钢

琴教学的大背景，高校音乐教学也不例外。因此就需要音

乐专业学生更加注重传统民族音乐的强化，将中国风格的

音乐作品带入到钢琴曲目当中，强化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

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也可以开展全国钢琴专业领域的研

讨会，宣传基于西洋乐器的传统“中国风格”的音乐艺术

创作，在导向上科学正确，宣扬爱国主义和中华文化，提

升高校学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以及文化素养和民族

情怀的培养。 

2  通过乐曲的韵律来引起学生的共鸣 

由于现在很多学生都受到一些西方音乐及音乐审美

的影响，因此教师要重点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展现中国古典

艺术高雅的一面。例如，通过大型交响乐队演奏民族音乐

的片段来进行教学，让学生深切的感知中国传统音乐通过

西洋乐的演奏可以呈现出恢弘优雅的场面，并能够带来韵

律上的享受。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共鸣。当然传统音乐的

演奏更加考验演奏者的演奏功底及对乐曲创作背景音乐

韵律的深度理解。例如，《梁祝》是典型的中国古典音乐

的代表，经典的演奏音乐有古筝、钢琴、小提琴等。其中

钢琴和小提琴为西洋音乐，其中何占豪改编版本得到音乐

界的广泛认可。《梁祝》这一乐曲演奏全长近 30 分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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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括 4 部（“共读”“送别”“抗婚”“化蝶”），在主旋律

固定的前提下，每个篇章通过不同的音乐韵律及不同的音

阶来传递不同的情感。教师可以分篇章讲解，将音乐与创

作背景的故事情节进行完美的结合讲解，让学生在学习音

乐知识的同时能够加深对传统经典文化或者说是广为流

传的经典故事的一个深度认知。与此同时，学生在了解音

乐创作背景故事的同时，便会产生对经典音乐的兴趣，逐

渐学会欣赏、享受欣赏，这样便会有练习该曲目并且将该

曲目演奏好的主动性。通过乐曲创作意境的感染有助于音

乐作品的生动表达，更能够与学生产生共鸣。 
中国风格的作品在高校的钢琴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作为以前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曲调的主旋律往

往符合一个地区的民族性且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中国风格

的音乐钢琴演奏能够充分发扬民族音乐的所能表现出来

独到的特征。例如，在旋律的线条化处理上以及传统民乐

的和声部分都能够在听觉效果上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与西洋乐进行结合也能够给人一场听觉的享受。尤为突出

的是，中国风格的钢琴乐谱通过演奏所表达的民族性等一

系列特点也明显带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审美意义及审美价

值观。所以说在高校钢琴的音乐教学过程中，注重民族音

乐的教学对于提升学生民族文化自信力非常重要，我国的

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一点在文化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而且中国文化拥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如果从高等教育

中钢琴音乐的教育历史上看，以往的教学中的传统方式普

遍采用西方钢琴音乐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一现象在目前高

校的音乐学院当中十分常见，不仅钢琴如此，其他西洋乐

器也是如此。所以说对于目前钢琴专业的高校的学生来

说，在这种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中学习西方音乐文

化知识，虽然对于西方器乐的音乐风格和乐曲的创作历史

传递出的音乐文化有较为系统的学习，但是对于本民族的

经典传统音乐文化的学习与鉴赏有所缺失。因此“中国风

格”钢琴演奏及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对于学生民族

自信心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 

3  注重指法练习，学会控制强弱和节奏来提升演奏
技巧 

在音乐调式上，中国风格的民族音乐的传统调式是五

声调式，而钢琴等西洋音乐是七音按键，因此在演奏的指

法和技巧上都会有所不同。如何调整曲谱的副声部和节奏

使其能够通过西洋乐器演奏中国古典音乐，也是音乐专业

的学生应该重点学习的内容。因为一般意义上钢琴的基础

教学阶段都是从西洋乐曲开始进行的，所以说学生一般学

习的指法和起初练习的指法都是车尔尼练习曲等所包括

的调式进行的指法练习。而对于传统民族音乐来说，应该

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进和调整以适应传统民族音乐

的演奏方式。对于学生在学习中国风格钢琴音乐时的不适

应也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会明显影响学生学

习中国风格钢琴乐曲的自信心。而面对此类困难，高校中

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可以首先在指法上做出一些改动和

调整，让学生在练习完整曲目的同时也要加强基本功的练

习。随后教师要注意带动学生自己在欣赏、鉴赏及领悟音

乐理论与音乐旋律的同时自己大胆尝试创新，使得西洋音

乐更好的与中国风格的传统民族音乐进行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知识与演奏实践相结合。由

于带有中国风格的乐曲作品的创作背景与演奏的节奏和

音律都是以中国古典传统的文化为基准的，带有非常深厚

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音乐的创作风格。高校的音乐教

师在教学环节上不能完全仅仅依靠乐谱和演奏技巧。仅仅

教授这两方面的知识很难将中国音乐的文化借助钢琴很

好的传承。所以教师在教授演奏上的指法技巧之外还需要

对音乐背后的创作背景及理论知识与音乐情绪进行细致

的剖析。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

中国传统音乐的乐曲名称具有明显的意象特征，这一点也

是与西方音乐最有区别的一点；其二是中国风格音乐的声

调的运用具有非常独特的民族韵味；其三是民族音乐具有

十分含蓄的美学表达形式来体现情景交融。 

4  结语 

总结来说，在高等教育中钢琴教学的实践过程中，中

国传统民族风格的艺术理念不可或缺。教师也要在教学的

各个环节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该发挥引导作用，

主动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艺术上的一个探索。这些都是在高

等艺术教育中国风钢琴乐曲教学的首要环节，是对于学生

掌握中国风格钢琴乐曲艺术内涵的一个重要的基石，这不

仅需要学生的勤奋与用心，更需要教师发挥好引导作用，

充分带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基础之上，高等学校

音乐学院开展钢琴教学的过程中对中国风格钢琴乐曲的

文化认知、乐曲意蕴的表达甚至是包括演奏上的指法技巧

方面，都要给予重视。让学生积极主动的投入到中国传统

文化艺术的传承中，以最佳的状态高度投入地进行学习，

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中钢琴民族化和中西方艺术文化结

合的创新与发展。高校也应力争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艺术

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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