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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钢琴教学中双钢琴教学法的运用分析
王子瑛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双钢琴作为一种钢琴表演形式，能更加细腻地表达出曲目的情感，呈现出更加完整的曲目结构和音乐风格。在

高职钢琴教学中借助双钢琴开展教学能强化学生的核心素养，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双钢琴对学校条件、师资力量、教学内

容都拥有着较高的要求。双钢琴能弥补钢琴演奏中的不足之处，在培养学生音乐素养、审美品格方面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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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钢琴独奏而言，双钢琴的演奏形式能更加细腻地呈

现出曲目的情感，引发听众的共鸣，为听众带来优美的听觉

盛宴。双钢琴需要演奏者合作演奏一部作品，能更好地突出

曲目的魅力，为听众呈现更加丰富的表达形式。双钢琴教学

在我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告知教师

应当积极拓展双钢琴教学形式，提高学生协作演奏能力，夯

实学生音美素养。

1 开展双钢琴教学的优势

1.1 帮助学生掌握演奏关键

钢琴教育是指对钢琴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的归纳和梳理，

通过寻找作品中的规律与特质，帮助学生掌握钢琴艺术在不

同历史阶段中所形成的不同风格。这就要求教师精确地掌握

不同阶段双钢琴教学的程序和技能，清晰的传递演奏要点，

帮助学生了解并学习更多的作品，掌握多类型的教材演奏规

则与学习关键，提高学生的钢琴技能。

1.2 注重技巧示范

无论是初级还是中级阶段，钢琴教学都需要教师进行示

范。学生的钢琴阅历知识越少，在钢琴审美方面的短板缺陷

就越大，这就需要教师多多示范，完善学生的不足之处。双

钢琴教学有两大优势：一是直观的为学生呈现弹奏技巧，达

到及时点拨、纠正学生的不足之处，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增加互动交流[1]。例如，全体齐奏、部分弹奏、分手联奏这

些教学形式都是传统钢琴教学所不能企及的。二是提高教学

效率。钢琴教学需要学生具备兴趣和天赋，但由于学生之间

存在差异性，统一的教学形式并不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需求。教师借助双钢琴演奏开展教学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领

略、掌握钢琴的弹奏技巧。

1.3 做到分手拆解

初学者并不能自如地控制双手的弹奏力度，致使弹奏效

果不理想。出现这种现象时，教师多是要求学生练习分手弹

奏，规范学生的弹奏力度。这种教学方法能帮助学生自如的

控制弹奏力度，却可能引发双手的不协调，导致学生弹奏的

曲目缺乏整体性，不具备美感，学生很容易出现单手弹奏流

畅，双手弹奏不协调的现状。这时，教师就可以借助双钢琴

弹奏，一人一琴一手，配合演奏，帮助学生感受正确的弹奏

力度。这不仅避免了单琴教学导致的键盘排列阻碍演奏的现

象，还能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这能带来良好的教学效果。

2 高职钢琴教学中双钢琴教学法的运用分析

2.1借助双钢琴教学，增加学生自信心

学生之间存在差异性，导致钢琴演奏水平、音乐审美能

力各有不同，这类学生在练习时离不开教师的示范和指导，

双钢琴教学在这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教师借助双钢琴教学

时要与学生进行交流，这能增加学生的自信心。传统的钢琴

教学中，学生是无法体验合奏、齐奏的音乐表现形式的[2]。

教师借助双钢琴开展教学能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齐奏、合奏

的震撼之处，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延续学生

的学习热情。教师借助双钢琴开展教学能拉近师生距离，活

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率。学生能在直观的示范下掌握弹

奏要领，这有助于学生进行查漏补缺，实现教学效率的提升。

2.2借助双钢琴教学，培养学生音乐感知力

对于初级学习者而言，启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是采

用车尔尼的钢琴初步教材、巴赫初级作品、世界儿童钢琴名

曲等作品让学生学习、练习钢琴曲目。教师便可以借助双钢

琴教学进行启蒙教育，帮助学生掌握音乐节奏，借助不同的

曲目训练学生不同的弹奏技巧。

以车尔尼的钢琴教材作品为例，车尔尼的钢琴教材作品

都是曲风抒情且优美，练习层次分明且精悍的。教师就可以

设定六个课时，帮助学生练习蕴藏在三个层次中的弹奏技

巧。57 首之前以训练学生的手指独立性为主，使学生的演奏

更加地自然，提高练习速度。学生练习过程中，教师进行领

奏，并放缓弹奏节奏，使学生能清晰地听出每一个音阶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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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过渡间隙，学生弹奏出错时，教师则可重复弹奏为学生

做出正确的示范，引导学生的同时与学生进行合奏，这不仅

能保证学生的注意力不被打断，还能帮助学生完善自己的不

足之处。58 至 79 首主要以修饰音、提升速度为主要训练目

的[3]。对于上一个部分而言，需要加快弹奏速度。这也是学

生较为容易出错的地方，教师要让学生多听，抓住学生的学

习注意力，让学生在弹奏前梳理思路，保证弹奏质量，避免

学生因节奏过快频频出错而产生挫败的心理情绪。80 首之后

则以全面性的训练为主要目的，意在夯实学生的弹奏基础，

发现并改正学生的不足之处。由于部分训练技术是重复的，

因而不需要每一首都练习，教师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

双钢琴教学。

教师借助双钢琴开展教学，能与学生形成弹奏默契，为

学生带来完整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双手弹奏的默契度，学

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得到了良好的培养。

2.3 借助双钢琴教学，树立自省意识

双钢琴演奏与钢琴独奏的状态完全不同，想要呈现完美

的演奏效果，不仅需要双方保证自己的弹奏质量，还要能与

对方达成情感上的共鸣，进而呈现出完美的演奏效果。教师

借助双钢琴开展教学时，可以多多地让学生进行示范，帮助

学生树立自省意识。

例如让学生练习巴赫的初级钢琴曲作品时，就可以让两

名学生分别进行演奏，让其他学生掌握二者的演奏状态，而

后再让二者合奏，让其他的学生用心的听二者的合奏是否有

处理的不够好的细节，让学生能够在听的过程中借鉴他人长

处，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听得懂作品的才能切实地感受到

作品，灵魂才能接触到作品。听得出弹奏中的不足之处，才

能进行有效的自省，对自己的弹奏能力拥有清晰的认知，改

正自己的不足之处。

教师借助双钢琴开展教学，激发并树立学生的自省意

识，学生能在听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有助于学生弹

奏效率的提升。

2.4借助双钢琴教学，剖析教学重难点

教师借助双钢琴教学剖析教学重难点，能对弹奏曲目进

行曲式分析与研究，分段、有序地开展教学，为整体教学活

动服务。例如，巴洛克时期的钢琴曲目拥有复调结构，音色

中穿插着层次丰富的情感色彩。而在浪漫主义阶段，许多钢

琴家更愿意将自身的情感角度作为出发点，观察世界，发挥

自己的艺术能力并将其融合到钢琴曲目中，抒发自己对热爱

事物的赞美或是对未来的想象。

钢琴教学注重用技术体现音乐，每个练习阶段都会有突

出问题，教师要围绕学生的不足之处，逐个讲解，帮助学生

了解、练习、感悟曲目的结构层次与情感色彩。

教师借助双钢琴展开教学活动，能进一步激发、调动学

生的演奏情感，促进学生艺术情感的进步和提升。

结束语：

想借助双钢琴教学提高钢琴教学质量，不仅需要提高学

生对设施设备、教材内容的重视和统筹，还需要从学生的实

际能力出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加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教师借助双钢琴开展教学，不仅能帮助学生树立自省意识，

还能与学生形成弹奏默契，为学生带来完整的学习过程，提

高学生双手弹奏的默契度，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得到了良好

的培养。借助双钢琴教学析教学重难点，能帮助学生更好的

掌握曲目的结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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