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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是表达人类情感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世界的另一

“语言”，它能连接人们之间的情感，使人们可以从另一种方式

来理解世界。美好的音乐不仅给人生带来极大乐趣，使人愉快

健康，还能陶冶人的情操 [1]，因此，钢琴成为深受世界各国人

民喜爱的乐器。

钢琴的学习要动手指、用耳听、用眼看、用心想……，这就

运用了触觉、听觉、视觉、感觉等多种感官，刺激大脑细胞神

经，提高孩子的观察力、理解力、听辨力、记忆力、想象力等，使

孩子变得更聪明。而聪明背后的艰辛也让人们深思以下几个

问题：

首先，如何改变儿童学琴的封闭状态。大部分孩子几乎没

有和同龄人交流的机会，因而约束了音乐的表现力，所以需要

社会为孩子创造机会，如举办各种钢琴比赛、演出和考级等，

提高孩子学习钢琴的积极性。

其次，如何培养儿童学习钢琴的兴趣，家长起着关键性作

用。孩子在 3耀7 岁正是智力发育的黄金时期，表现出好奇心

强、学习新事物快等特点。家长尽可能在家庭营造一个音乐氛

围，及时和孩子交流；制订可行的练琴计划；创造一个安静、整

洁的学习环境，为孩子练琴效率做好充分的准备，让钢琴给孩

子带来成就感。

再次，培养儿童学习钢琴的兴趣，教师起决定性作用。教

师要善于用语言与孩子交流，对不同的孩子要有针对性的教

学方法，步伐要循序渐进，切不可拔苗助长。

对于儿童在 4耀7 岁的学习，老师在讲课时可采用“多次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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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方法以适应儿童的“多动”时期。老师的语言应形象化、

拟人化，使孩子对音乐产生好奇心。老师要给孩子充分表现自

己的机会，增加孩子的表现欲，激发孩子的求知欲，要把孩子

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缓解学琴紧张感，消除孩子害怕上

课的情绪，真正起到教学中的主导作用[2]。

少儿学琴初期影响兴趣的 2 个障碍是手型和指关节立

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学生有一个“对路”的方案，因材施

教才能做到更好地让学生学习钢琴。人们都知道，孩子刚开始

学琴时手型放不好，手指立不住，弹琴没力度，动作不协调等

问题都会出现，而每个老师都对“手”有不同的要求，无论哪种

钢琴，训练目的都是希望学生具备演奏各种类型乐曲的能力。

下面针对几个常见的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分析和说明。

2 关于手型的解决方法

2.1 产生的问题

很多初学的学生把手放到钢琴上时，大多会出现手比较

紧张僵硬、手掌关节凹陷、手指无力伸展、手掌贴在琴键上等

各种的问题。归纳可分为 2类：紧张和懒散。

2.2 解决的必要

钢琴技巧主要体现在音色、力度、速度等方面，手型不规

范的主要问题一般是收的不自然，学生在手型摆放中不会用

劲，导致手臂、手腕都会僵硬，从而造成一定的技术问题。手型

僵硬弹出的音色比较“干”，同时也会影响手指的灵活度，影响

整体演奏速度。手型懒散弹出的音乐比较“轻”，手掌贴近琴

键，使手指的活动范围变窄，影响演奏的力度和速度，速度、力

度是钢琴技术的标志之一。

2.3 产生的根源

每个人在学习钢琴的表现是不同的，理解能力和反应能

力也会有差别，弹琴时很多学生手型僵硬是由于情绪紧张和

模仿不到位造成的；曲目练习不充分而精神紧张，导致脑子和

手没有办法协调；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的示范没有牢记

心中，模仿不到位的学生就容易出现手型无力的现象[3]。

2.4 解决的办法及效果

根据学生性格的特点进行调整：一是弹琴慢数拍子，按

秒的速度数拍子；二是大声数拍子，主要的目的是提高练琴

时的注意力。手可以自然地放在琴键上，每弹一个音符都要

用脑子考虑触键的感觉，让学生可以巩固手型弹奏的方法和

要求。如果学生养成良好的练琴习惯，手型的训练必然会有

所提升。

2.5 配合的训练办法

对错误的手型进行正面的训练：一是要求学生手指“抓

球”，指尖垂放于琴键；二是手腕要放松，不能高于掌关节。做

到这 2 点，学生的手型问题也能得到极大改善。

3 关于指关节立住问题的解决方法

3.1 产生的问题

手指关节在触键时会与琴键产生一个冲击力，导致手指

“无力”“弯曲”的状态，称之为“折指”。

3.2 解决的必要

“折指”会造成手指的紧张，包括掌关节在内都会处于僵

硬的状态，触键时有一个“折指”的动作 [4]，必然会影响落键的

时间、演奏的速度；“折指”也会导致手指力量不能直接传递

到琴键上，从而影响到触键的力度，减弱了指尖触键的灵敏度

和音色的控制度。

3.3 产生的根源

造成“折指”的原因主要有 2种：一是由于手指、手腕过于

松懈，掌关节没有起到支撑作用；另一种是由于落键手腕过于

用力，有一个向下拍的动作，落键后没有及时把力量传递到指

尖，手指没有“抓键”而“折指”。

3.4 解决的办法及效果

当手腕自然下落时，手指垂直于琴键，所有力量传递到指

尖，指尖“落键”平稳就不会产生“折指”。而手指力量需要先

慢速练习来平和学生的情绪，取得“静心”的效果，再练习均匀

地高抬指和抬落手的动作，通常也可以解决“折指”的问题。

3.5 配合的训练办法

一是无论断奏还是连奏，必须保持指尖垂直琴键并立住

的状态；二是注意坐姿要端正，手腕要放松，低于掌关节[5]。

钢琴是门技艺性很强的乐器，从入门到自如地演奏并达

到可以用音乐抒发感情绝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著

名的钢琴演奏家、教育家周广仁教授曾说过：“自觉是一种无

穷的动力”。孩子们必须有持之以恒的态度，通过训练培养孩

子的意志力，增强孩子的控制力，激发孩子的创造力，逐渐建

立孩子的感染力。当问长大后的孩子们，你们在音乐中感受到

什么？希望孩子会自信地说是畅快、激动、美好！这也许就是音

乐真正神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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