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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钢琴演奏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活动，需要钢琴演奏

者与歌唱者等相互配合来完成音乐形象的塑造。这就要

求钢琴演奏者既要掌握演奏技巧，又要具备声乐化思维，

对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演奏中完成情感的表达，

从而为观众呈现更为完美的音乐表演。那么什么是声乐

化思维呢？在钢琴演奏中，声乐化思维主要是指演奏者

建立较强的艺术思维和心理动势，站在歌唱者的角度感

受音乐，实现钢琴演奏与声乐的融合。本文从声乐化思

维的应用价值入手，探索培养钢琴演奏者声乐化思维的

方法，以期实现钢琴伴奏和声乐演唱的深度融合。

一、在钢琴演奏中应用声乐化思维的作用
（一）在形成声乐化思维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音乐

作品的认知

音乐创作者是通过音符来抒发情感的，但是不同的

创作者具有不同的情感态度和思想，所以他们的作品具

有较强的个性化特征，体现了创作者的审美能力、思想

情感、精神素养等。钢琴演奏是一项审美活动，演奏者

要深入了解音乐作品的特性，利用较强的音乐理解力来

分析作品，从而领悟创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并发挥自

身的音乐表现能力，使钢琴演奏更加精彩且情感饱满。

与此同时，演奏者要在认识和理解音乐作品的基础上，

结合音乐作品中蕴含的审美元素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将创作者的创作意图与自身的创新融合，使钢琴演奏更

加立体，从而带给观众更好的审美体验。

钢琴演奏者在日常训练的过程中要逐渐提升自身的

声乐化思维能力，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文化内涵、音

乐特色、音乐形象，要真正理解作品，若只是聆听音乐

作品而不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就不能把握作品的主旨

和内涵，也就不能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1]。

教师可利用读谱、音乐语言分析、音乐节奏练习、

和声训练等方法锻炼演奏者的声乐化思维，帮助演奏者

了解歌曲的乐句划分、和声变化、旋律走向、调性调式，

这样，钢琴演奏者便能清楚理解音乐作品的层次，准确

把握音乐作品的主题和意境，进而通过自己的演奏对音

乐作品进行艺术化的展示。

（二）营造演奏氛围，实现指尖在琴键上“歌唱”

钢琴演奏能充分表达音乐作品的情感细节，演奏者

要想完成对音乐作品的二次创作，不但需要较高的演奏

技巧，还需要根据音乐作品构建出完整的音乐形象，这

有助于准确地表达音乐作品所蕴含的情感，并使钢琴演

奏更具艺术魅力。钢琴演奏者与其他乐器伴奏者、声乐

演唱者的默契配合，能够使钢琴弹奏的声音更加立体，

能实现指尖在琴键上“歌唱”。要想达到这样的演奏效

果，钢琴演奏者需要加强声乐化思维的培养，要从歌唱

者的视角来感知音乐作品的情感变化，分析其中蕴含的

审美元素。钢琴演奏者要将钢琴弹奏的力度、强度与声

乐演唱的节奏、韵律、感知力融合起来，通过准确的触

键获得想要的音响效果，并与声乐演唱者配合，增加音

乐表演的艺术感染力，使听众在这个艺术氛围中更加快

速地进入音乐作品所营造的世界，获得情感共鸣 [2]。例如，

要想在钢琴演奏中加入和声，演奏者需要先对和声进行

分析和了解，根据和声的音调和音量来调整和弦的使用

方法，如将原本具有明亮色彩效果的大三和弦改为演奏

效果更加柔和的小三和弦，这样，钢琴演奏就更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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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力，与和声演唱的配合也更为协调，最终会获得更

立体、更完美的音乐表演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钢琴

演奏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声乐化思维能力，使钢琴演奏

更具特色，使音乐表演更具观赏性，进而达到艺术展示

的最终目的。

（三）把握作品情感，构建完整的音乐形象

在钢琴演奏中，演奏者的声乐化思维、理解能力与

音乐作品的情感表达有直接联系，具体来说，音乐作品

的情感需要通过钢琴演奏者的演奏来传达，而钢琴演奏

者要想准确地传达音乐作品的情感，就需要利用自己的

声乐化思维深入分析音乐作品，在真正理解和把握音乐

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演奏，这样才能传达出音乐作品丰富

的情感，进而使听众享受到听觉盛宴。

此外，钢琴演奏者要了解音乐作品的整体布局，要

在感知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形成声乐化思维，可先通过音

乐表象来认知音乐作品，然后根据音乐作品的和声、歌词、

调式等来把握作品的主题、风格、情感表达，塑造更为

完整的音乐形象，进而在演奏中融入自己的情感，完成

对音乐作品的二次创作，使钢琴演奏具有艺术感染力 [3]。

由此可见，声乐化思维是钢琴演奏中的催化剂，是

连接音乐作品和钢琴演奏的桥梁，演奏者不断提升自身

的声乐化思维能力，有助于从音乐作品的表象中完成对

作品形象的完整架构，进而使自己的钢琴演奏更具艺术

魅力，使听众对音乐作品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

二、培养钢琴演奏者声乐化思维的方法
（一）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激发演奏者创造性的

声乐化思维

钢琴演奏是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性演出活动，

演奏者不仅要具备纯熟的钢琴演奏技巧、深厚的文化积

淀及丰富的生活阅历，还要具有相对严谨的声乐化思维，

以更好地感知、理解、把握音乐作品，最终实现对音乐

作品的完美演绎。

因此，钢琴演奏者要深入了解不同音乐作品的风格、

情感，把握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以此来激发

自己创造性的声乐化思维，使自己的钢琴演奏在创作者

与听众之间架起一座声音表达的桥梁，演奏出让听众认

可和喜爱的作品。

在钢琴演奏训练中，演奏者可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

来激发自己创造性的声乐化思维，具体如下。

第一，选择技术性较强的训练曲目，如车尔尼钢琴

练习曲系列、巴赫的《初级钢琴曲集》等 [4]。在练习此

类基础性较强的钢琴音乐作品时，演奏者需将枯燥的技

巧练习看作训练自己声乐化思维的工具。同时，为避免

技术性训练过于单一，演奏者还需在训练时适当地选择

一些情感丰富、风格各异的乐曲进行练习，分析不同的

音乐作品所传递的情感与艺术表达形式，以增强钢琴演

奏的艺术表现力。

第二，多赏析钢琴音乐作品，多听、多看钢琴音乐

会，或是通过网络平台观看著名钢琴演奏家的演奏视频，

从他人的演奏中不断汲取营养、积累经验，增加自己的

知识储备，锻炼自己的声乐化思维。

第三，钢琴演奏属于二次创作，为了获得更好的创

作效果，演奏者应对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见解，要在乐曲

设计与处理上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例如，无标题的音

乐作品大多是作曲家某一时刻、某一时期的个人主观感

受的呈现，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标题，如肖邦的《前奏曲》。

由于这类钢琴音乐作品以表达主观感受为主，所以每个

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具体来说，他

们的音乐感知能力、文化水平、价值观、声乐化思维能

力等会对自己的二次创作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同一首

钢琴音乐作品，不同的演奏者会有不同的演奏效果，演

奏风格或婉转、或忧郁、或细腻，不尽相同 [5]。而有标

题的音乐作品，如舒曼的《童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演奏者的声乐化思维，演奏者在演奏之前需对音乐

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创作者想要传

达的思想和情感，从而确保钢琴演奏中的情感表达更加

准确、清晰。

（二）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提高演奏者对情感、

情绪的把握能力

音乐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语言形态，每首音乐作品所

展现出来的主题、情绪、情感与思想，都源于创作者对

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的感知，是创作者将自身感知融入

文学艺术创作而形成的，因此它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音乐还与诗歌、绘画、色彩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

诗歌与音乐相似，都具有韵律美和节奏美；从物理学角

度看，音乐中的音色和绘画中的颜色都是一种波动，即

声波和光波，音色与颜色同样能够给人以明亮、暗淡等

不同的感受。由此可以看出，钢琴演奏与其他艺术形式

和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好地培养演奏者的

声乐化思维，教师应重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以此来培

养和提高演奏者的审美能力 [6]。比如，各类艺术作品丰

富多样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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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者提高审美能力，使演奏者更准确地把握音乐作品蕴

含的情感。

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钢琴指导者应从文学、

色彩、绘画等方面着手。比如，在钢琴音乐作品题材的

选择上，指导者可以融合文学学科语言韵律的特点，选

择合适的内容，引导演奏者发挥自身的创编能力与想象

力，根据不同文学体裁的语言韵律特点创作出不同的钢

琴演奏旋律，意在锻炼演奏者的声乐化思维与感知力。

此外，指导者需让演奏者接触各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如

各种舞曲、进行曲、摇篮曲、奏鸣曲等，使他们掌握各

类体裁的音乐作品的特点，并体会不同钢琴音乐作品所

传达的不同情感，进而形成自己的感悟和理解。

在钢琴音乐作品风格的把握上，指导者可引导演奏

者多接触一些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便了解不

同时期的各类艺术的表现形态、创作特征、艺术风格等，

这样，演奏者在演奏同一时期的钢琴音乐作品时便能够

更好地把握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意图、情感表达等。

由此可见，广阔的知识面能够更好地激发演奏者的

声乐化思维，能加深演奏者对音乐作品的理论认知，有

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艺术思维。

（三）正确认识声乐化思维，控制好钢琴演奏的力

度与传达的情感

音乐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是提升钢琴演奏效果的关

键，若想更好地表达这些因素，真正体现音乐情感价值，

钢琴演奏者需要在正确认识声乐化思维的同时，通过精

准控制钢琴演奏的速度、力度、音色和颤音等，以更好

地传达音乐作品的情感，达到最佳的演绎效果。

同时，声乐化思维能够使钢琴演奏者与演唱者配合

默契，避免钢琴演奏与声乐演唱的配合过于机械，而且

将声乐演唱融入钢琴演奏中，能够使歌曲意境更加动人。

因此，演奏者为了获得良好的钢琴演奏效果，要正确认

识声乐化思维，在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例如，要正确

读谱，深入分析歌曲的调性调式、旋律走向、和声变化

及乐句的划分，逐字逐句对歌词进行细致推敲，准确把

握歌曲的精髓；控制好钢琴演奏的力度，配合声乐演唱

者歌声的强弱变化，对全曲钢琴演奏力度进行精心设计，

在不同的乐句设计中融入不同的演奏情绪，在力度上充

分展现层次安排、情绪强弱；注意区别不同节奏的不同

风格，如巴赫作品风格讲究鲜明性的发声，而莫扎特的

作品则要求弹奏时干净利落；注意把握不同音乐作品风

格背景下的触键训练方法，重点加强指尖感应灵敏度，

在接触琴键时需控制发力、发音，重视手臂、手腕和手

指间的力度配合，控制好钢琴演奏的音量与传达的情感，

以获得完美的演奏效果。

结 语

总而言之，声乐化思维是钢琴演奏者必备的思维

能力，在钢琴表演中具有催化作用。因此，钢琴演奏

者要加强专业化的技能训练，提升自身的声乐化思维

能力，要对音乐作品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在日

常的钢琴演奏训练中，演奏者要了解音乐作品的创作

背景，把握音乐作品的情感基调，理解歌词内容，把

握作品的情绪，将感情充分地融入自己的演奏中，实

现声乐化思维在钢琴演奏中的合理应用。此外，指导

者要加强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利用多学科知识提升钢

琴演奏者的音乐思维能力，使他们正确认识声乐化思

维，精准控制钢琴演奏的力度，准确传达作品的情感，

使钢琴演奏更加完美，从而塑造更加完整的音乐形象，

实现指尖在钢琴琴键上“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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