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学                                                                                2022 年第 4 卷第 3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https://ije.oajrc.org/ 

- 203 - 

中国民族钢琴作品在当今钢琴教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黄南淞 

西安音乐学院  陕西西安 

【摘要】在如今的国际钢琴教育中，还出现过多重视海外弹琴创作，而忽略了国内弹琴创作的问题。本文系

统分析了国内弹琴创作在国际钢琴教育中的发展现状，并从以下不同方面探讨了国内创作在国际钢琴教育中的重

要意义。钢琴教学在我国盛行了已经世纪之久，自十九世纪初钢琴艺术引进我国后，不少先辈艺术家便致力于我

国钢琴作品的创造。我国传统古典钢琴乐曲的出现，对推进中国钢琴音乐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奉献。比如，

贺绿汀在一九三四年创造的钢琴曲《牧童短笛》，就把西洋的单复调方法与国内的少数民族风情结合，把欧洲音

乐学说和国内音乐教育优良传统结合，从而显出了独特的中国传统风貌。这首钢琴曲驰名于海内外，成为了世界

各地钢琴家的常用乐曲，也成为演唱会中最常演唱的国人作品之一，同样使西洋音乐“入乡随俗”，让钢琴“说

中国话”，始终是我国钢琴家们坚持不懈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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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oday's international piano education, there is also too much attention to overseas piano creation, but 
ignore the problem of domestic piano creation.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domestic piano 
playing creation in international piano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domestic piano creation in international 
piano educ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different aspects.Piano teaching has been popular in China for a long century. Si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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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尽管并非中国的传统音乐，但是自引进中国

以来，不少艺术家都相继进行了钢琴作品的创作，并

广泛使用于中国高等院校钢琴教学中。对高等院校的

钢琴教育来说，如果教师可以合理运用我国钢琴创作，

将有着重要意义。 
1 中国作品在钢琴教学中的现状及原因 
1.1 钢琴启蒙教学缺失，教学重点偏失 
首先，在国内钢琴学习课程中，教师们多数都会

使用《汤普森简易弹琴课程》或《巴斯蒂安钢琴弹奏

课程》作为钢琴弹奏基本的入学课程。这两套课程都

是由外国引进的培养课程，其缺陷就在于并没有中文

创作的教材。而且，在大部分中文教学钢琴作品中，

也极少有专门为初学者而编创的简易版优秀作品。所

以，许多中文优秀作品在难易上也不适宜于初学者的

练习。这也使得不少中小学生在钢琴启蒙学习中，无

法接触中国钢琴经典作品，对中国作品与艺术家的了

解少之又少。而对钢琴的基础教育过程中，则是培育

学琴者全方面音乐素质的重要阶段。而我国钢琴创作

在音乐启蒙教育中的不足，是我国钢琴创作无法和外

国钢琴创作平起平坐的一个主要因素。除启蒙课程之

https://ije.oajrc.org/�


黄南淞                                                 中国民族钢琴作品在当今钢琴教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 204 - 

外，通过对热门的钢琴学习课程书籍时，我们发现，

目前的钢琴考级系统丛书，在考级选曲中极少会使用

中国人创作的，在有些弹琴基础教程中，国内创作的

乐曲总量不到三分之一。 
1.2 受到传统文化影响 
其次，由于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钢琴

创作大都呈现出含蓄、内敛的特征，静中取动，强调

细节与风貌的发展演变，而鲜有刻意炫技的成份。所

以，我国作品更有利于大家重复鉴赏，认真品尝。而

在各类国际钢琴大赛和艺术考核中，中国演奏家往往

更偏好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富有强烈视听冲击

力的音乐内容。这也就使得我国经典作品极少出现在

大赛或艺术考核中。尽管在最近数年，人们纷纷开始

关注我国钢琴经典作品的演奏情况，呼吁大家重视中

国本土文化，“寻根”之风盛行。 
2 中国钢琴作品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性的探究和

分析 
2.1 中国钢琴作品有助于学琴者演奏技巧的提高 
我国钢琴音乐有着自己的技巧性，大量的乐曲用

钢琴音乐模拟我国的音乐、唱腔，音调起伏多样，旋

律复杂多变，可以增强练琴者手指的触键力和旋律控

制力。在触键的运用技巧上，中国作品的演奏员运用

了不同的触键方式力度、触键角度来呈现不同的声音，

形成不同的视听感受。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发现，在弹

奏中国传统钢琴作品时，对练琴者手指触键的细微控

制以及对旋律的精确掌握都有着很大的提高。 
2.2 中国钢琴作品有利于提升演奏者对乐曲的理

解能力 
我国高等院校加强钢琴教学中的对音乐方面的教

学，既可以培养他们的对我国钢琴音乐作品的理解与

表现水平，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爱国主义

意识。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外国古典钢琴歌曲的创

作也一定离不开创作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曲家的

自身体验。而外国古典钢琴歌曲的创作背景，对一般

的学琴者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在完全不了解作品创作

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演奏者也很难感受到作曲家创作

中的情感起伏，所以，不少学琴者在演奏创作中，并

缺乏什么感情表达，甚至存在着机械式地弹琴的现象。

而我国古典钢琴歌曲则正好填补了国内学琴者在对外

国钢琴创作和歌曲认识方面的缺失。首先，由于我国

钢琴创作选材为我国民间歌曲，与学琴者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所以尽管创作时间比较久远，但人们还是多

少有点了解，故最能调动演奏者的演奏积极性[3]。 

2.3 中国钢琴作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

民族情感 
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少国内学子对海外

传统音乐文化交流产生很高的兴趣，以至产生文学上

崇洋媚外的现象。我国的传统文化歌曲是在中华民族

历史长河中积淀至今的文化精髓，代表着各个时代民

众的生存状况和各个地方的文化风俗。不过，由于我

国传统文化歌曲深受地区和时间差异的影响，传播区

域较小，因此听众也越来越少。中国的钢琴创作则是

通过把中国传统文化乐器和西洋乐器结合，添加了现

代音乐，让我国传统文化音乐更加适合于当下人类的

文化审美，从而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区域局限，

将我国的本土音乐文化国际化。我国钢琴作品，能够

让演奏者通过乐曲进一步认识我国古老的音乐文化。

在学习演唱《翻身的日子》时，人民可以体验到翻身

农奴大把歌唱的欢乐感;在弹奏《浏阳河》和《山丹丹

花开红艳艳》时，也可以感受到新中国建立后，全国

人民对毛主席的热情歌颂。同时在钢琴课程中强调了

中国传统钢琴创作艺术，使练琴者可以从弹奏中认识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感知我国历史的变化和发展，也

可以培养给学习者更浓厚的民族情感，从而促进我国

民间传统器乐的传承与发扬[4]。 
3 中国民族钢琴在当今钢琴教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3.1 钢琴作品风格的适用 
钢琴创作风格存在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创作形

态、教学内容、表演方法、作曲手段等都存在着美学

特点。在高校的钢琴课程中，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对我

国传统钢琴作品的创作风貌加以分析，将有助于培养

学生从音乐主题、创作特征、美学艺术特征、音乐表

现力等方面从而进一步理解传统钢琴创作，并建立音

乐理解基础，从而达到学生与作曲家间良好的心理交

流与交往。 
3.2 钢琴演奏要领的适用 
高等院校对钢琴教学工作开展的终极目的是，训

练和增强学习者的弹奏能力，使之获得更高级的音乐

艺术修养，从而为促进中国钢琴艺术发展而贡献力量。

具体可见，在中国高等院校的钢琴教育中，教师们应

把弹琴演奏技巧运用于音乐教学之中。从我国钢琴教

学要领的基本内涵来看，还有诸多方面，如民族调式、

五声调式；弹琴乐曲旋律；该曲结构形态等。以曲的

结构为例，当高校教师在进行钢琴音乐教育工作时，

往往需要指导学生对钢琴弹唱的该曲结构形态有更清

楚的了解和更加深刻的认识，才可以真正实现即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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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的教学目标。相反，表演者在即兴创作时，必然会

在乐段管理工作方面显示出生硬的特征，其弹奏速度、

力量等均有不足，从而无法提升弹琴教师的作品境界。

所以，在高校钢琴音乐课程中，教师对我国学生钢琴

音乐作品的弹奏技巧进行了应用，并有效融合到课堂

教学活动中，能够让学生领悟到弹琴弹奏的技巧，更

好地表达情感和创作内容。 
3.3 钢琴演奏技巧训练的适用 
在高等院校的钢琴弹奏课程中，教师应通过运用

我国古典钢琴创作对学生加强弹奏技能的培训，让学

生真正掌握在我国古典钢琴创作中的弹奏技法。从我

国古典钢琴创作来说，其技法、弹奏技术方面的需求

都与外国钢琴演奏需求存在着统一性，但有所不同的

是，由于我国乐器有着自己的音阶、调式、调性，所

以在声音表现方式、演奏技法等几个方面都与西方国

家古典钢琴创作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例如，当我国古

典钢琴创作指法技术运用于高等院校钢琴音乐课程中

时，对学习者手指的弹性程度有较高需求，而对演奏

者的需要则具有触感，从而可以提高声音表现效果，

并产生特殊的声乐表现方式。举一个例子，在装饰声

弹奏处理技术方面，我国弹琴创作并没有对它有固定

的规范，这也与西方国家的弹奏技法有一些差异。把

我国钢琴作品弹奏技能培训运用于教学中，可以让学

生了解更多弹奏技法，培养学生的音乐素质。 
4 结束语 
我国钢琴创作在钢琴教育界中具有很重要的意

义，是对我国民族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扬，也是我国

钢琴届先辈呕心沥血地创造而成，是中西文交融的重

要标志，对钢琴创作的开展产生了促进效果，也对国

内钢琴教学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未来，

我国钢琴教学工作的推进还离不开我国钢琴创作的发

展。在教育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唯有认识国

内钢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挖掘其内在意义，在课堂

教学上更加关注国内的钢琴创作，才能使钢琴创作教

育工作在国内更加健康地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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