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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作品在钢琴教学中的价值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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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钢琴教学中中国钢琴作品的作用和应用，笔者先阐述了中国钢琴作品形态特征，总结中国钢琴作品育

人功能，发现：此类作品融合了钢琴音乐演奏特征和特色化中国风格，可以全面提升学生钢琴演奏技巧，感受民族气质，激

发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在今后工作中教师应该遵循“一多元二结合”的教学原则，构建学科综合课程群，以民族精髓为价

值导向，提升学生文化底蕴和知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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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从萌芽时期（20世纪初）一直到发展

时期（至今），涌现出众多独具一格、受众广泛的优秀曲目，

并且将其融入到当前高校教学教材中。可以丰富学生文化底

蕴，在了解钢琴艺术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领略中国传统音乐

的美学特征，突出音乐教育功用，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品

味长波郁拂、缓按急挑和微势飘渺的中国韵味。

1 中国钢琴作品的形态特征

钢琴也被称为 Pianoforte，翻译过来就是指“强弱”，结构

精密复杂，现代钢琴音域宽广，表现力极为出色，不仅是视

唱练耳中的基础乐器，同时也可以用于独奏、合奏、伴奏、

重奏，在演奏过程中，需要以表演者的情感支配为核心，结

合娴熟的音乐技巧，才能提升钢琴音乐的表现力，得到理想

的音响效果，将音乐作品传达给观众。从钢琴的基本演奏特

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与中国传统音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音

可无定高，音高的标准具有物理性特征，拍可无定值，给表

演者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这些与中国民族音乐中散板、散

节奏、山歌等极为相似，停顿自行判断，在演奏过程中充分

将“内心情感”和“外在体验”相结合，注重线性表现。因此，

中国钢琴作品融合了钢琴音乐演奏特征和特色化中国风格，

地域文化更为明显，展现出音乐极强的表现力[1]。

2 在钢琴教学中，中国钢琴作品的育人功能

2.1 技能方面：全面提升学生钢琴演奏技巧

钢琴素来具有“乐器之王”的称号，这一乐器起源于西方，

其音乐表现力和承载力较为丰富，但是从实践经验上看，西

方本土的经典音乐作品和演奏作品难以完全涵盖其所有技

巧和音乐魅力，中国钢琴作品的出现，可以补充其演奏技巧，

补足钢琴音色展示魅力，运用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非三

度和弦”，展示出钢琴的独特韵味。从这一层面来讲，中国钢

琴作品在钢琴教学中的意义就逐渐凸显出来，为学生们展示

演奏技术技巧，领略中心音乐文化的不同之处，在日常授课

中营造出特有的神韵和意境，彰显中国，民间、民族音乐曲

调的风格特色，这种“非惯用钢琴演奏技术”可以全面提升学

生钢琴基本功，是中国钢琴作品中独有的，演奏技能运用范

畴无法被外国作品替代。

2.2文化方面：根植中华文化音乐内涵

笔者根据多年钢琴音乐研究和教学经验，奉行“音乐无国

界”这一理念，将中国钢琴作品渗透到日常教学中可以帮助学

生深入领略中华文化音乐内涵，感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

积淀，在钢琴作品中感受民族气质，在曲目名称和音乐鉴赏

中感悟情感境界。比如在《十面埋伏》中，通过教师有目的

的指引，学生展开对音乐的自我想象，联想到千军万马的战

场，在赏析中全方位感受音乐效果，领略中国钢琴曲目的

“精”、“气”、“神”，品味作品艺术内涵。再比如《牧童短笛》，

该首曲目具有鲜明的“标题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领略

到带有中国范式的艺术意蕴及情境，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历史文化的积淀，增进中国钢琴作品的育人功能，根植中华

文化音乐内涵，在后续可以帮助学生进行二度创作，提升学

生人文精神和综合素养。

2.3情感方面：厚植学生民族情感，激发其爱国主义精神

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全面推进立德树

人教育理念下，如何激发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提升其民

族自豪感是每位教育工作者必须面临并解决的问题，从这一

层面来讲，中国钢琴作品鉴赏和学习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

在日常钢琴教学课上，除了钢琴理论与演奏技能的培养，还

应该从学生情感、民族情怀中提升学生们价值认同。在中西

钢琴音乐作品鉴赏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别国外广为流传

的中国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特征，《春江花月夜》、协

奏曲《黄河》等都展现出中国特有的文化情怀，因此对此类

曲目的学习可以直接影响到高校学生的音乐观，激发其心中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通过享誉世界的中国作品唤醒学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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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从而实现现代化教育目标，摆正学生艺术观，健全其

音乐价值观[2]。

3 钢琴教学中，中国钢琴作品的教育途径

3.1 构建学科综合课程群，提升学生民族音乐乐理知识

学科综合课程群就是指以中国文化价值取向建设为主

导，将钢琴的多元文化内涵放置于课程群中，在学生们了解

不同音乐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开放的学习方式。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民族音乐课程与钢琴乐理知识相

结合，在民族音乐概论、中国音乐史的学习基础上以民间音

乐曲调为媒介，在视唱练耳、音乐欣赏等课程中让学生们掌

握配器原则，熟悉中国和声理论，并将中国钢琴作品作为赏

析素材，增添多元音乐文化内容，将音乐鉴赏从西方音乐理

论体系中脱离出来，实现多学科的优势互补；2.整合学生思

维能力，将伴奏课程融入到钢琴学科综合课程群中，提升学

生的音乐协同能力，在日常授课中展现音乐表现要素，掌握

中国钢琴声乐伴奏技法，合理设置互补性的教学内容，共同

演绎音乐的艺术魅力，理解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巩固对音乐

本体的把握，最终提升综合素质；3.充分利用乐器和舞蹈，

让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进行视觉、听觉等多方位的感触，在

深入了解民族乐器的同时，提升对中国钢琴作品多元性的理

解，体味中国音乐表现手法和风格题材与西方钢琴音乐的差

异性。

3.2 遵循“一多元二结合”的教学原则，提升学生文化底蕴

“一多元二结合”教学原则就是指教师在日常授课中应该

注重钢琴风格的选择，并且应该以文化传承教育为主导，将

技巧与表现能力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注重多元化中国风格作品教学，以中国古

代民族器乐曲目为原型，为学生们展示独具中国风格的钢琴

曲，比如《梅花三弄》、《长鼓舞》、《春江花月夜》、《侗

乡鼓楼》、《哀牢狂想》等，从以上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中

国风格钢琴曲目是比较多元的，涉及到历史文化、时代（现

实）背景、文学作品、民族特征等多个方面，因此现代音乐

技法创作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地域民间风格不同，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丰富钢琴音乐教学层次，扩充教学内容。2.应

该提升学生音乐表现能力，并将其与演奏技巧相统一，克服

多数学生都存在的浮躁心理，在日常学习过程中丰厚文化底

蕴[3]。比如在《皮黄》演奏中，多数学生更加习惯于以“跳音”、

“连音”等技巧方面去提升表演的观赏性和艺术性，但是难以

展示出“音乐中的形象”，对旋律中角色唱腔风格并不了解，

虽然技巧运用娴熟，但是表现力方面仍需提升。其次应该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民族音乐学习和演奏中体现情景交

融，在渐变性结构和调式中重视和声运用，彰显美学表达方

式。

3.3以民族精髓为价值导向，培养学生钢琴改编和变奏能力

教师应该重视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从前文中笔者提

到中国钢琴作品可以培养学生民族精神，激发其民族意识，

因此在今后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民族旋律、和声独特性、调式

转变进行更加深入的诠释，体现本土化色彩、在必要时可以

引导学生发挥创新性思维，将中国传统音乐作品该改编成钢

琴曲，或者对已有的钢琴曲进行变奏。同时完善高校教学资

源库，深入探讨“中国风格”音乐作品对钢琴专业学生发展的

影响，在钢琴教学“四大件”基础上，丰富教学资源，以民族

精髓为价值导向，打破中外钢琴作品研究和鉴赏失衡的现

状，树立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音乐品牌，涵养学生文化素

养与民族情怀，鼓励其进行中国钢琴音乐创造，接受中华文

化熏陶，挖掘并培养中国风格钢琴音乐人才。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全面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下，中国钢琴

作品可以提升学生文化底蕴，根植中华文化音乐内涵。因此

在今后工作中应该构建学科综合课程群，丰富钢琴音乐教学

层次，扩充教学内容，对民族旋律、和声独特性、调式转变

进行更加深入的诠释，以文化传承教育为主导，将技巧与表

现能力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升钢琴音乐人

才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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