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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钢琴教育是高师音乐教育基础课程，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必修课。
本书作为河北省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成果《钢琴技巧综合训练——钢琴集体课教程》上、下册，是根据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钢琴教学改革步伐的需要而编著的。
  　　　　本教程分为上下两侧，是以钢琴技巧基础训练为主要方向，同时融入了相关的键盘音乐理
论知识、视奏、创编，适合高师钢琴集体课综合性教学及钢琴个别课教学等形式。
在十五个学习单元里，每个单元都有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学习课题。
通过对各单元或阶段性课题的学习，学生可以从最初的接触，到不断地巩固加深技术难度，弹完全教
程便可以掌握相应的钢琴弹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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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佩伟，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艺术系，主攻理论作曲及钢琴。
曾先后担任歌舞团乐队配器及钢琴伴奏、群艺馆馆员。
现任邯郸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器乐系主任，副教授，曾获国家级、省级“园丁金奖”。

    在三十多年的艺术与教学生涯中，创作了大量声乐和器乐作品。
多首作品在各类评比中获优秀创作奖。
主持并参研国家级和省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撰写多篇科研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家、省、市级各类
刊物上。
所教授钢琴学生，多人在国内重大的比赛中获奖，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省、市级主管部门的各种奖励
及荣誉称号达二十多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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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册）　　第一单元　钢琴入门　　钢琴入门是初学钢琴者打基础最关键的学习阶段，如何正
确、合理运用协调自己的手指、手腕、臂、肩及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使钢琴发出圆润而饱满的声音
是至关重要的。
　　一、键盘理论　手型与键盘　　手型是直接影响钢琴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手型的正确与否
将会影响今后钢琴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每个人手的条件不同，手型会有一定差异。
而且，在弹奏乐曲的过程中，旋律音程之间跨度直接作用于手型，不可能保持一成不变的状态。
虽说没有哪种手型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如果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手型习惯，对于提
高钢琴弹奏技术能力将会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良好的手型习惯，是指弹奏者在弹琴过程中自始至终需要保持的一个自然手型，并且随时能够使自己
的五个手指自然而正确地落在琴键上。
当然，这种自然、良好的手型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达到钢琴弹奏需求的状态。
　　1．手型的基本摆放状态　　在肩部放松、手臂自然下垂的前提下，把虎口张开，然后让手掌保
持半握拳状态，注意掌指关节要略高于手腕，并以此为手型的最高点。
拇指用指端的外侧接触键盘，其他手指在自然状态下用指尖触键。
　　2．手指在键盘上摆放位置　　如果按照杠杆的原理，手指离黑键越远，触键就越省力。
反之，离黑键越近，触键就越费力。
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触键省力而使手指离黑键的距离过远，当需要弹奏黑键时，手臂就会出现前后波
动，一一对弹奏的流畅性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还会给手臂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因此，手指在键盘上摆放位置一般应离黑键稍近一些，以随时能够轻松地触到黑键为最佳位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钢琴技巧综合训练（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