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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对于音乐这门艺术来说，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有效组

合，与人类自身的情感产生共鸣，让听者在聆听的过程

中能够使得自身的精神得到良好的熏陶。对于一部优秀

的音乐作品来说，一方面是对当前作者本身自身生活的

直观体现和真实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是高于生活的一种

自然的情感表达，能够让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自身的思

想以及认知有一个极大的升华。对音乐这门课程来说，

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进行技能的演奏，而是要在这基础之

上提高自身的综合学习能力，强化学生对于音乐的学习

兴趣，对其学习的内容进行拓展和延伸，这对学生自身

音乐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一、音乐表现力的主要含义讨论

对于钢琴这么来说，对技巧性的发展有很高的要求，

在弹奏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调动自身的感觉器官去学习，

去掌握，积累更多的学习经验，对于钢琴的艺术魅力来

说，一方面能够通过相应的演奏技巧带来良好的视听感

受，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音乐作品的欣赏，对于其作品

本身所蕴含的一些内涵、听众自身的心理能够带来更强

的感染力以及影响力。对于音乐表现力来说属于音乐美

学，主要指的是对乐器本身的音质、音色的把控、整个

音乐作曲本身节奏的强弱变化，进而传递不同风格类型

的音乐作品，以此抒发自身的感受。对于音乐作品来看，

不仅仅只是进行单纯的弹奏，而是能够像文学作品那样

进行升华。不同音乐作品在进行欣赏的过程中都蕴含了

作者本身所独有的思想情感，只不过是将这种抽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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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进行了转换，以音符的形式进行呈现，不同的作曲家

再进行作品创作的过程中都赋予了新的含义，但是不同

的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家庭背景、生活习

惯、音乐素养等不同，对当前音乐作品的理解以及认知

上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为此，对于同样一部音乐作品来

说，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这些都是音

乐表现力的直观体现。

二、音乐表现力缺乏的主要原因探讨

首先，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音乐专业，但是就其

音乐专业所涉及的内容来说相对比较笼统，没有对其专

业进行具体的细分，这就导致学生自身的音乐兴趣得不

到激发。在对一些技能掌握的过程中存在问题。

其次，由于高校扩招，自身的教学资源相对比较薄

弱，因此，对于一些音乐教师自身的专业能力以及学习

能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教师本身对于当前教学的内

容仅仅只是机械地进行重复。

最后，很多音乐教师在进行演奏的过程中，由于受

到传统音乐教学思想理念的影响，过分注重于演奏技巧

的练习，基本上都是手把手教的学习情况，学生在教师

的引导下进行一起演奏，这种作品的演奏能力虽然能够

快速的进行掌握，但是对于钢琴教学中的一些细节并没

有进行合理有效的教学，仅仅只是让学生形成一种单调

的动作机械记忆，导致学生在进行实际演奏的过程中出

现问题，也让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对于作品本身所要

传达的精神内涵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

三、教学策略

1. 熟悉的弹奏是其关键

如果没有对音乐作品进行基本演奏技巧的深入学习，

那么就音乐表现力来说只是一句空话，为此，必须要加

大对学生演奏基本功的训练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针对

高校钢琴教学中提升学生音乐表现力的策略探究

李泽鑫

南阳师范学院　河南南阳　473000

摘　要：为了能够稳步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必须要对当前传统模式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优化分析，比如说学生对于当

前钢琴音乐艺术的领悟能力、对于不同类型音乐作品的理解能力、对当前表演作品的情感触发，对这些内容都要进

行强化练习，让学生能够真正的明白。除了有扎实的基本功以外，为了能够更好的凸显作品的特色，有个人风采，

让听者能够愉悦身心，精神上能够得到升华，这些内容都需要学生进行深刻的领悟和分析，只有这样，达到以上发

展目的之后，才能够使得当前的钢琴演奏表现力达到最佳的效果。本文主要是根据当前音乐表现的一些概念、基本

要素、缺乏表现力的原因等方面进行具体的策略提出，为后期相关教学的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高校钢琴；音乐表现力；策略



23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4期

不同的作品进行合理有效的弹奏。对于钢琴演奏的基本

功来说，一方面主要涵盖了当前演奏技能的熟练度，另

一方面对于演奏者本身的坐姿调整状态。就钢琴音色以

及音准的把握等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和充分的了解。只

有将其基本功练习扎实，在进行具体的作品呈现的过程

中才能够达到声韵协调的发展目的，使其音乐的效果达

到最佳。作为高校的钢琴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开展的

过程中必须要强化学生自身对音乐基础知识的掌握，对

后期钢琴音乐作品的呈现奠定扎实的基础 [1]。

另外，就音乐作品的内容、音乐所传达出的情绪、

作品本身所营造的一种形象意境都必须熟悉和了解，这

些特性决定了演奏者在什么样的阶段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以及技巧，如何去丰富自身的情绪，用什么样的肢体动

作进行配合，为此。为了能够使得音乐更加的具有表现

力，首先必须要对音乐的特性进行分析和全面的把控。

比如说《梁祝》这样的钢琴作品必须要以一种柔和、优

美的旋律进行抒发，在演奏期间必须要以一种亲切动人

的方式进行风格的传达，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凸显

这一类作品本身所展示的一种纯洁的美，而对于一些相

对比较活泼的钢琴作品来说，像《欢乐颂》都必须有一

定的演奏技巧，对钢琴演奏者本身有一定的要求，在弹

奏的过程中力度要大，手法更加的复杂，节奏感更强，

通过对这些技巧的演奏才能够更好的凸显《欢乐颂》这

一类作品的充沛感情，让听众能够更好的去领悟到这一

类作品的力量，以此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

2. 音乐文化素养的提升以及能力是主要

在当前的高校教学活动进行期间，对于钢琴训练必

须要引起重视。除此之外，对于音乐文化修养的内容分

析也要进行拓展和延伸，因为就音乐表现力来说，其根

本就是让学生能够让听众通过对不同音符的跳动，进而

引起心灵的共鸣。

此外，还需强化学生自身音乐综合水平的提升，从

多个途径、多个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让学生能够

根据音乐作品的内容进行学习。通过对不同作品的意境、

创作的风格进行深刻的领悟，只有这两个学生才能够更

好的去明白如何进行触键，对于音色如何进行处理，在

弹奏的过程中对一些弹奏的技术要点进行合理的解决。

为了使其钢琴的教学效果达到最佳的发展状态，对于学

生来说必须要将演奏的技术以及音乐内容进行有效的融

合，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其最终的呈现效果达到最佳 [2]。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其达到完美统一的现状，必

须要同弹奏者自身的听觉、知觉以及情绪情感的感知能

力等方面进行练习。首先让学生能够去主动的接触声音，

对于不同的声音进行有效的练习，在进行同样的音乐作

品弹奏的过程中要让耳朵去聆听，在弹奏期间，能够做

到手耳并用，也就是说在，对音乐作品进行弹奏的过程

中，耳要能够针对手指所弹奏出来的不同声音进行音量

的判别，对音色的产生进行分析，看其是否符合当前作

品的风格，是否符合节奏感，对于当前所弹奏的音乐效

果，能否更好的传达出音乐作品本身所要表达的含义。

除此之外，要强化学生知觉能力的培育，也就是说，学

生在进行作品演奏的过程中必须要将自身的感受与音乐

作品进行碰撞，更好的去展现出来。

3. 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钢琴演奏中，演奏者本身的心理素质对于表演的

效果能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师在进行演奏期间，首

先要让学生能够如何去克服自身的心里紧张状态？在演

奏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情感的升华？如何充分的将自身的

基本功进行完美的呈现，要让学生能够从思想上明确 [3]。

对音乐表现力来说不仅仅只是技巧的炫耀，而是能够通

过作品与听众之间产生一种情感的共鸣，对于心理素质

的培育至关重要，能够使得整个钢琴演奏中的技巧以及

作品内容进行充分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进行

钢琴演奏期间，学生自身必须要有拥有丰富的心理表情，

通过真实的情感流露，对当前的音乐作品进行很好的驾

驭，在弹奏的过程中更加的自然。在进行实际演奏的过

程中，能够充分的沉浸在当前的音乐氛围中，将其音乐

所传达的意境进行淋漓尽致的表现 [4]。

四、结束语

为了稳步提高当前高校钢琴灶教学质量，提升学生

自身的音乐表现力，教师必须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

行充分的分析和把握，强化学生对基本功的练习，积累

丰富的舞台学习经验，通过自身对作品的独特理解，进

而使其个人特色得以有效的发挥，使得自身的专业能力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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