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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课程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专业技能课程。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

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编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多年钢琴实践教学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钢

琴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技术技能性，严格遵循课程标准，对原《钢琴》教材进行了修

订，使其特色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成为一本教师好教、学生好学的实用性教材。

整本教材分为上下两册，包含钢琴基础知识、练习曲、乐曲、歌曲伴奏等内容，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选择，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本次修订在保留第1版教材主体内容和特色的基础上，对整本教材的布局和内容进行了适当

的调整。

（1）对第1版教材中存在的纰漏和差错进行了修订。

（2）根据钢琴教学的实际需求和钢琴学习专业性的特点，本着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

则，我们将练习曲重新进行了编排，使练习曲的安排更具有连贯性、系统性，更加科学。

（3）在乐曲方面，我们增添了一些传统的经典乐曲和一些具有现代气息的音乐作品，使乐

曲的内容更加丰富，音乐风格更加多样化。

（4）在儿童歌曲弹唱方面，我们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增添了一些简谱歌曲配弹训练，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学前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

本教材由辽阳职业技术学院赵芳教授担任主编，邱环东、杨岩、肖淑晖担任副主编。具体分

工如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由赵芳编写，第四章由赵芳和杨岩共同编写，第五章由肖淑晖

编写，第六章由邱环东编写，第七章及附录由杨岩编写。

本套教材各章的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学期安排 学时安排及章节内容

第一学期（32学时）   

钢琴弹奏练习28学时 歌曲伴奏4学时

1.钢琴基础知识
2.钢琴基础弹奏训练（一）
练习曲：第1 ~ 25首
3.钢琴综合弹奏训练（一）
乐    曲：自选5 ~ 10首

1.五线谱歌曲配弹训练
2.弹唱曲目：自选2 ~ 5首

第二学期（36学时）

钢琴弹奏练习28学时 歌曲伴奏8学时

1.钢琴基础弹奏训练（一）
练习曲：第26 ~ 51首
2.钢琴综合弹奏训练（一）
乐    曲：自选5 ~ 10首

1.五线谱歌曲配弹训练
2.简谱歌曲配弹训练
3.弹唱曲目：自选5 ~ 8首

修订本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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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第三学期（36学时）

钢琴弹奏练习24学时 歌曲伴奏12学时

1.钢琴基础弹奏训练（二）
练习曲：第1 ~ 22首
2.钢琴综合弹奏训练（二）
乐    曲：自选5 ~ 8首

1.五线谱歌曲配弹训练
2.简谱歌曲配弹训练
3.弹唱曲目：自选5 ~ 10首

第四学期（36学时）

钢琴弹奏练习20学时 歌曲伴奏16学时

1.钢琴基础弹奏训练（二）
练习曲：第23 ~ 42首
2.钢琴综合弹奏训练（二）
乐    曲：自选3 ~ 5首

1.儿童歌曲配弹训练
2.实践练习曲目：自选5 ~ 10首

注：第七章钢琴综合弹奏训练（三）教师可根据学生演奏水平和程度自由调配。

虽然我们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书中仍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以便我们进一步完善。

本教材中选用了适宜钢琴教学的相关曲谱，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本教材所选用的

音乐作品已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购买了在本教材中的使用权。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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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前教育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着重强调积

极发展学前教育，幼儿阶段的音乐启蒙教育是现阶段幼儿教育的重中之重。为了适应学前

教育的要求，各高职院校都开设了不同的音乐启蒙课程。然而，目前高职院校学前教育的

钢琴课程只是单纯地教授，只注重钢琴演奏技能的训练、传授与学习。这些训练与学习，

仅仅提高了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无法解决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即培养了有

技术无技能的幼儿教师。那么，如何在钢琴课上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从学前专业钢琴教

学的实际出发，将理论教学与实际运用相结合，融入了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了这套适合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钢琴教材。

本套教材分上下两册，每册都包括练习曲、乐曲、歌曲伴奏等。由于高职学前教育专

业（三年制）的教学安排为第一、第二学年完成学校的理论学习，第三学年为实习实训课

程。因此，我们在课时安排上结合实际应用把这套教材按照四个学期分配，仅作为参考。

本套教材各章的学时分配建议如下：

学期安排 学时安排及章节内容

第一学期（36学时）   

钢琴基础训练（一）28学时 歌曲伴奏8学时

第一章  钢琴基础知识
第二章  钢琴基础训练（一）
练习曲：自选10 ~ 15首
乐    曲：自选5 ~ 10首

第四章  歌曲伴奏（一）
儿童歌曲：自选2 ~ 5首

第二学期（36学时）

钢琴基础训练（二）24学时 歌曲伴奏12学时

第三章  钢琴基础训练（二）
练习曲：自选10 ~ 15首
乐    曲：自选5 ~ 8首

第四章  歌曲伴奏（一）
儿童歌曲：自选2 ~ 5首

第三学期（36学时）

钢琴基础训练（三）20学时 歌曲伴奏16学时

第五章  钢琴基础训练（三）
练习曲：自选5 ~ 8首
乐    曲：自选3首

第七章  歌曲伴奏（二）
儿童歌曲：自选5 ~ 8首

第四学期（36学时）

钢琴基础训练（四）20学时 歌曲伴奏16学时

第六章  钢琴基础训练（四）
练习曲：自选3 ~ 5首
乐    曲：自选3首

第七章  歌曲伴奏（二）
儿童歌曲：自选5 ~ 8首

注：第八章综合补充部分的钢琴曲目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的演奏水平和程度来选择性地调配安排。

第1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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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琴弹奏技能技巧方面，我们精选了拜厄、车尔尼作品等钢琴练习曲。为了切合实

际，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我们还自编和选用了一部分其他钢琴教育家的作品，从而更加符合

实际的钢琴教学。在乐曲编排方面，我们尽可能地选用作曲家的作品原稿，考虑到学生的专

业特点和学生的钢琴演奏水平，我们选用了许多好听易弹的乐曲。通过学习弹奏，相信能大

大提高学生的演奏兴趣，加深对乐曲的理解，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演奏能力和音乐欣赏水平。

本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结合幼儿园实际应用，编配了相当一部分儿童歌曲钢琴简易伴奏，使

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钢琴弹奏技巧后能够学以致用，为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教材由辽阳职业技术学院赵芳副教授任主编，邱环东、杨岩、肖淑晖任副主编。具

体编写分工如下：赵芳编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杨岩编写第四章、第七章

及附录，肖淑晖编写第六章，邱环东编写第八章。何依霖为本教材提供了大量的图片及文

字材料。

编者在写作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书中难免存在问题和不足，希望选用本教材

的各类院校的教师能够结合教学实际为学生选择性地安排钢琴曲目，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这套

教材，并及时总结和反馈教材使用情况，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我们相信，在广大教师和各

界人士的关心、支持及编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套教材一定会提高到新的水平。

教材中选用了适宜钢琴教学的相关曲谱。根据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本教材所选用的作

品已向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购买了在本教材中的使用权。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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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琴简介

钢琴是一种有固定音高的多声部乐器。在乐器中，它有最宽广的音域、最大幅度的音量变化，以及丰富

的音乐表现力，因而被誉为“乐器之王”。

在乐器王国中，钢琴是比较年轻的一员，只有不到300年的历史。经过众多音乐家、制琴师的不断努

力，到19世纪末，钢琴的构架已基本定型。

现代钢琴有两种外形：平面钢琴（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见图1-1）。钢琴琴框为木质，内有钢架固

定，并装有琴弦及机械装置。钢琴的重量不等，一般来说，最轻的也有100千克以上。钢琴的键盘有88个琴

键，其中黑键36个，白键52个，白键和黑键按十二平均律半音关系排列而成。键盘的下方正中为3个脚踏板。

图1-1　钢琴类型

二、钢琴弹奏的基本常识

1. 弹奏姿势

弹奏钢琴时，把钢琴凳放在钢琴前方正中央，弹奏者坐在琴凳的前半部，身体坐直，重心略向前倾。琴

凳的高低与钢琴的距离要以弹奏者双臂能自由、舒适、灵活地在整个键盘上左右移动为准。弹奏者的身体要

放松，双脚平放在踏板附近。

弹奏姿势如图1-2所示。

图1-2　弹奏姿势

微课
钢琴简介及正确
演奏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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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弹奏手型

手臂放松，自然下垂，手指成自然弯曲状态，将自然弯曲的手型移到键盘上即是正确的手型（掌关节突起，

第一关节立住）。弹奏时，要保持这种手型。从双手的大拇指起，各指依次称为1指、2指、3指、4指、5指。 

正确的手型如图1-3所示。

图1-3　正确的弹奏手型

要避免如图1-4所示常见的错误的弹奏手型。

    

     （a）掌关节塌陷                                                          （b）下键时手指第一关节凹进去

    

（c）大拇指在键盘外围                                                    （d）手指翘起

图1-4　错误的弹奏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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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音高与键盘

钢琴键盘的音高规律是，向右音越高，向左音越低。

音级分为基本音级和变化音级两种。钢琴的88个琴键中，白键是基本音级，具有７个独立的名称

标记；黑键是变化音级，是由基本音级变化而来的。图1-5为钢琴键盘与谱表对照表。基本音级有字

母名和唱名两种标记法。基本音级字母名为C、D、E、F、G、A、B，唱名为do、re、mi、fa、sol、la、si。

大字一组    大字组      小字组    小字一组    小字二组    小字三组   小字四组

图1-5　钢琴键盘与谱表对照表

四、基础乐理知识

1. 五线谱

五线谱由５条线与4个间组成。五线谱的线与间是由下至上标记的，音符可以记写在任意一条

线上或间上，如图1-6所示。

图1-6　五线谱的线与间及音符

为了记写过高或者过低的音，五线谱上还可以增加上加线（间）或者下加线（间），如图1-7所示。

图1-7　上加线（间）和下加线（间）

微课
基础乐理知识

微课
音高与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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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谱号与谱表

高音谱号也叫G谱号，表示五线谱的二线即谱号的起笔线为g1音。低音谱号也叫F谱号，表示五线谱的

四线即谱号中两个圆点之间的线为f音。由花连谱号把高音谱表与低音谱表连接起来就组成了大谱表，即钢

琴谱表，谱表上有小节线和终止线，如图1-8所示。

图1-8　钢琴谱表

3. 音符与休止符

常用音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与时值如表1-1所示。

表1-1　常用音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与时值

音符的名称 五线谱记法 时值（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全音符 四拍

二分音符 两拍

四分音符 一拍

八分音符 二分之一拍

十六分音符 四分之一拍

三十二分音符 八分之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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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休止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与时值如表1-2所示。

表1-2　常用休止符的名称、五线谱记法与时值

休止符的名称         五线谱记法 时值（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全休止符 四拍或整小节休止

二分休止符 两拍

四分休止符 一拍

八分休止符 二分之一拍

十六分休止符 四分之一拍

三十二分休止符 八分之一拍

 4. 节奏与拍号

节奏是音乐的灵魂。声音按规律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节奏。把声音按一定的规律进行强弱组合

是音乐的基本因素。音乐中基本的节奏为两拍、三拍、四拍。

拍号通常写在乐谱的开始处，标在谱号及调号的后面。拍号表明乐曲的节拍特征。属于两拍范

畴的常见拍号有 、 、 等，属于三拍范畴的常见拍号有 、 等。

拍号的上方数字表示一小节内有几拍，拍号的下方数字表示以几分音符为一拍。例如：

表示每小节有两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重音在第一拍。

表示每小节有四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重音在第一拍，次重音在第三拍。

表示每小节有六拍，以八分音符为一拍，重音在第一拍，次重音在第四拍。

表示每小节有三拍，以四分音符为一拍，重音在第一拍。

表示每小节有三拍，以八分音符为一拍，重音在第一拍。

微课
节奏与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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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微课
常用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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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讲述钢琴弹奏的基本方法。本章适用于学前教育专业第一学年的钢琴教学。本章本着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拜厄钢琴基本教程》中精选出大量适合初学者弹奏练习的

曲目，根据所要教授的知识点进行整合编排，力求做到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连贯性及科学性。通过本章的学

习，学生能够掌握正确的钢琴弹奏方法，为今后的钢琴实际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一段时间的钢琴学习，学生掌握了一定的钢琴弹奏方法，教师可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弹奏

情况，在第三章“钢琴综合弹奏训练（一）”中选择适合学生弹奏的乐曲进行拓展学习。这样既能

激发学生学习钢琴的兴趣，也有利于学生掌握与巩固钢琴知识点，真正做到把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学用相结合。

一、断奏训练

在弹奏之前，我们首先要体会和理解一下“放松”这个概念。所谓放松，就是弹奏时手臂完全自然

下垂，如老师将你的手臂抬起，此时你的手臂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没有一丝力量，并且会产生一种沉

甸甸的感觉，而老师的手一松，你的手臂会自然垂落，这种感觉就是放松。它就好像是风中的柳条，风

一吹，它就动；风不吹，它就自然地下垂。如果老师抬你的手臂，你主动帮忙，老师的手放掉后，你的

手臂却还在空中，这就说明你还没有做到放松。

断奏是提高初学者训练水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使学生尽快体会和掌握手臂及手腕如何放松，灵

活地运用手腕，使手指能够牢固地“站在”琴键上，为连奏打下坚实的基础。

断奏训练的模式是“提起—落下—放松—延长”，如图2-1所示。首先，手指由臂腕的力量提起，不要

抬过高；其次，手指结合手臂的重量自然地落在琴键上，同时要保持正确的手型，手指的第一关节要稳稳地

“站住”，支撑好；再次，弹奏的声音发出后，整只手要放松、自然地“站在”琴键上“休息”，此时手指

只承受手臂的重量，不用再加力；最后，用耳朵倾听声音的持续和延长。

（a）提起

（b）落下 （c）放松/延长

图2-1　断奏训练模式

微课
断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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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正确，身体协调。

手臂、手腕要放松。

掌握正确的弹奏手型。

掌关节支撑住，指关节立住，指尖站住。

分手练习的速度要放慢，不要快。

充分体会“提起—落下—放松—延长”的断奏弹奏动作要领。

1

2

3

4

5

6

断 奏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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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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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奏训练

在掌握好手臂放松、手指立住的基础上，手指与手指之间连贯弹奏的动作就是连奏，即一个手指

弹下去后要支撑住，马上把力量转移到第二个手指，等第二个手指下键后，前面的手指才能离开。从一

个手指弹奏到另一个手指弹奏中间不能有间隙，准备弹的手指要稍稍抬起，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高抬

指”，如图2-2所示。 

图2-2　连奏训练模式的“高抬指”

坐姿正确，身体协调。

保持正确的弹奏手型。

掌关节要支撑住，指关节要立住，指尖要站住。

手指要做到独立运动，触键方法正确。

   高抬指的抬落弹奏要一气呵成，手指不要在空中停留，下键速度要快。

弹出的音与音之间要连贯，体会手指力量的转移。

手腕要放松，沉住。

手臂、肩膀要放松、下垂。

多进行分手练习，要放慢速度练习。

1

2

3

4

5

6

7

8

9

微课
连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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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奏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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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指法

顺指法是指在五音音域之内，依次用五个手指的每个手指对准一个琴键弹奏的方法（见图2-3）。这是

钢琴弹奏中最基本的弹奏方法。

图2-3　顺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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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正确，身体协调。

手臂、手腕放松。

保持良好的手型，掌关节要支撑住，指关节要立住。

手指要做到独立运动，触键方法正确。

手指交替弹奏时要连接好，弹奏出的声音要干净、清晰，力度要均匀。

严格按照曲谱准确弹奏。

1

2

3

4

5

6

拜厄NO.12

拜厄NO.13

拜厄NO.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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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17

拜厄NO.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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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21

拜厄NO.23

拜厄NO.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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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26

拜厄NO.29

注：弹奏有连线的两个同度音时，手指只弹击一次，第二个音符不弹，手指保持在琴键上的时间是两个

音符时值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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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31

拜厄NO.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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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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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37

拜厄NO.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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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45

拜厄NO.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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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指法与缩指法

1.  扩指法

在弹奏较宽音域时，伸展虎口以扩大手指之间的距离，这种弹奏方法称为扩指法（见图2-4）。

2.  缩指法

弹奏时收缩虎口，以缩小手指之间的距离，这种弹奏方法称为缩指法（见图2-5）。

 图2-4　扩指法  图2-5　缩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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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扩指和缩指弹奏时，仍然要保持正确的手型。

掌关节要有支撑，不要塌陷。

进行扩指和缩指弹奏后，手要马上回到预备状态。

手指要做到伸缩自如。

1

2

3

4

拜厄NO.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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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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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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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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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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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重音符号，带有此符号的音符须强奏。

拜厄NO.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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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60



30

拜厄NO.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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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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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指法与跨指法

穿指时 1 指要做到有准备地移动。

穿指弹奏后所有手指都要迅速地回到预备状态。

穿指弹奏时要做到弹奏的力度一致，弹出的声音均匀，音色统一。

跨指弹奏时手指要主动带动手掌进行移动，弹奏后所有手指要迅速地回到预备状态。

穿指和跨指弹奏都要保持手腕与手肘平稳移动，不要有抬起或者翻动的动作。

1

2

3

4

5

拜厄NO.65

1. 穿指法

将双手的1指从 2、3、4、5 指下面穿过去，使手指能够继续连贯地弹奏，这种弹奏方法就是穿指法（见

图2-6）。  

2. 跨指法

将双手的 2、3、4、5 指从1指上面跨过去，使手指能够继续连贯地弹奏，这种弹奏方法就是跨指法（见

图2-7）。

图2-7　跨指法图2-6　穿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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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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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曲为三连音节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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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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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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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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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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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厄NO.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