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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师谈音乐 

----- 钢琴学习中视唱练耳的重要性 

 

        钢琴学习是一种心智技能与动作技能融为一体的复杂活动，只有运用科学、正确的方法，发

挥学习者生理、心理和各种感觉器官的综合作用，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在教学中发现，许多

孩子和家长在学习与辅导过程中，只是一味地重视技术的训练，而没有意识到视唱练耳在钢琴学

习时不容忽视的作用。视唱练耳训练对学生在音乐表现上以及在今后的音乐学习等方面都有着很

大的帮助. 

一、“视”为基础 

      乐谱中的音符、乐句、表情记号、力度记号以及速度变化等是记载音乐作品的符号，只有通过认

真视谱，才能培养好的视谱习惯，这不仅是正确弹奏的前提，也是增强识谱能力的基本途径。 

      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发现一些孩子有弹琴不看谱和视谱不严格的习惯。究其原因，是初学时乐谱

较简单，篇幅不长，一些旋律只有几个小节，很容易记住，所以就不重视看谱；而随着学习过程的推

进，乐谱逐渐复杂，篇幅逐渐增多，若不能坚持看谱，便会出现视谱错误和弹奏断断续续、结结巴巴

的情况，破坏乐曲的完整性。 

      看谱、弹奏是一种不可分离的同步进行的智能训练。如果不能坚持看谱弹奏，学的反应能力和视

奏能力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视谱能力和弹奏能力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导

致严重的不良后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坚持看谱不但能够更快地提高识谱能力，而且会使手

指对键盘的位置日趋熟悉， 逐渐心中有数，手位准确，弹错、碰错音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长期坚

持下去，就会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视奏能力，能够准确、流畅地弹奏出未接触过的曲目。 因此，琴童和

家长应对视谱问题予以足够的、高度的重视。而那些在弹奏时对乐谱“视而不见”的学生，要尽早予以

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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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唱”为手段 

      一些学琴的孩子，弹起琴来虽然流畅完整，但若让他们模唱一段旋律时，却往往五音不全，音不

搭调，出现音准极差的状况。所以在平时的练琴过程中就应该有意识地注意一下这方面的训练。 

      大部分孩子在学习钢琴之前已经会唱许多歌曲了，如果在弹奏时进行模唱，对学习者的音准将会

有很大的帮助。 唱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习琴者掌握音准的能力，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要以唱为手段，逐渐

培养习琴者的内心的乐感、美感和歌唱的感觉，以便在弹奏时能够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歌唱般的弹

奏”，从而准确、贴切地将内心的感 受表现出来。唱好是弹好的内部条件，是演奏者的心理准备。内

心歌唱的气息与弹奏的气息也是一脉相通的。一个内心不会唱歌的人，弹出的旋律犹如和尚念经一 

般：千篇一律、索然乏味，就更谈不上怎样“抒”其“情”，怎样赋予音乐作品以正确的情感了。 

     由此可见，唱与弹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弹琴时的模唱是一种正确学习、理解和表达音乐的好

办法。 

    三、“听”为目的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无论是唱出的或奏出的音乐，都是通过听觉来感受和评判的。一个钢琴学习

者练习效果如何，演奏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认真、仔细地倾听自己奏出的声音。 

  通过听觉反馈来调整演奏动作的操作方式，是演奏技巧进步和能力发展的基本途径。这也正是有

些孩子弹琴正确率高、进步快，而有些孩子错误满篇、进度缓慢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因此，钢琴学习

者在平时的练习中，要不断加强听的意识和习惯。注意听，就会发现怎样弹好听、怎样弹不好听，从

而引导自己去发现和追求优美的音色、音质。有了对音色、音质的追求，自然而然就会对触键的方法

不断加以改进，就会发现怎样触键才能使发出的声音弱而不虚、饱满通畅而不生硬、轻盈流动而不漂

浮、强劲有力而不尖锐刺耳。 

   不要把“听”简单地理解为“听见”，而是要注意听、有意识地听。比如，练习巴赫的复调作品时候，

主题不断在不同的声部出现，要将主题强调出来、弹奏清楚，就必须依靠听觉来调整手指的力度。由

此可见，“听”也存在着侧重面。 



——  叶老师谈音乐 —— 

 

  3

      弹奏者除了仔细聆听自己的弹奏之外，还有许多听的途径——多听别人弹，也多让别人听；听

磁带、唱片中的弹奏；听同类乐器的演奏； 也可听听不同乐器各具特色的音色、音质，以此来提高自

己的辨别力和鉴赏力。总之，“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鉴赏水平，使演奏者对音乐的理解、表达和

演绎日趋成熟和完美。 

    四、同步训练，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视唱练耳在钢琴学习中的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已不言而喻了。值得强调的是这三方面的

训练是不分主次、同步进行的，三者缺一不可，哪一方面都不容忽视。 

      从生理和心理特点来看，少儿时期通过视、唱、听的感官训练可以有效地发展他们的音乐听觉，

使他们对音乐产生共鸣，激发他们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视、唱、听可调节他们的心境，培养其顽强的

意志和健康的情绪、情感，对塑造他们良好的个性品质具有很大的帮助。 

      在平时的练习中加入视、唱、听的训练，在潜移默化中起了视唱练耳课程所要起的作用，因此，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视唱练耳的同步训练，培养学生的艺术情趣，发展音乐视听，训练

音乐思维，使他们能够成为具有全面艺术素养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