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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钢琴八度技术的训练谈钢琴八度技术的训练
张光宏张光宏  张佐蓝张佐蓝

乐山市市中区茅桥镇初级中学乐山市市中区茅桥镇初级中学 [1]乐山市县街小学乐山市县街小学 [2]

 

【摘要】钢琴八度技术是钢琴技术中最常用、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钢琴八度技术无论是在钢琴作品

中、还是在歌曲钢琴伴奏中的运用随处可见。我们发现在一首钢琴乐曲的演奏中，那最让人为之激动和振奋的乐段和

高潮，常常是用八度技术来演奏的。在钢琴八度技术中主要有断奏和连奏两种奏法。文章就以八度的基本练习方法和

不同八度技术的奏法等方面进行阐述以达到掌握八度技术的目的。

【关键词】钢琴八度技术  八度断奏  八度连奏  训练方法

 

在音乐中，相邻的音组中相同音名的两个音，包括变化音级，称之为八度。钢琴八度技术是钢琴技术中最常用、

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技术之一，是学生从初级水平向高级水平提高的过程中所必须掌握的技术，也是一个专业钢琴演

奏者弹奏能力的重要体现。在19世纪,随着一批炫耀高超演奏技巧的钢琴大师的出现,，钢琴的艺术表现力被淋漓尽致

的发掘出来，许多音乐家都写了包含八度技巧的钢琴作品。所以八度技术的训练是学习钢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1、钢琴八度技术基本弹奏方法

八度技术主要为手腕技术，弹奏八度的人体技术关键部位是手腕。人的手臂关节有指关节、掌关节、腕关节、肘

关节与肩关节。这其中，弹八度，可作为手臂轴心的关节，只可能是腕、肘、肩三个关节。不可能用指关节或掌关节

作为动作轴心来弹八度[3]。在腕、肘、肩三个关节中，如果以肘关节作为动作轴心来弹八度，动作反应必然笨重、迟

钝，不可能弹快。如果以肩关节作为动作轴心，动作反应比肘关节还不如。而以腕关节作为动作轴心，动作反应就能

灵敏，就可以弹快。所以，弹八度要以腕关节为动作轴心和主要发力点，弹奏位置的支配也应该主要在腕部。但并非

无视手臂其他部位对弹八度的重要作用。弹八度，除手腕须要灵活、有力、有弹性外，手掌、手指也须坚硬、有力，

触键时能牢牢撑住，使手腕所发之力经手掌、手指时凝聚不散，充分传至到琴键。[1]如果手掌、手指软弱、松散，即

使手腕再有力，力量经手掌、手指时也会大大散失，弹出的音必然虚、散、飘、浮。此外，如弹强音量八度，仅靠腕

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加进小臂乃至大臂的力量。

 

2、 八度断奏的弹奏方法

钢琴八度断奏技术是学习八度中最重要、最基础的课程。可分为一般音量八度弹奏方法和重音量八度弹奏方法。

2．1、 一般音量八度的正确弹奏方法可归纳为七点：

2．1．1、 在八度两个音的相互音量关系上，可有三种奏法：一、左、右手用力中心分别偏重于左手大指或右手

小指，突出这两指所弹的八度高音；二、与前者相反，用力中心分别偏重于左手小指或右手大指，突出这两指所弹的

八度低音；三、两手用力重心各都均衡，左、右手所弹音量基本相等。

2．1．2、 弹一般音量八度时，手掌、手腕和小臂要同键盘面基本平行。手腕和小臂不能高于手掌，但有少数乐

曲的八度，就要求这种轻飘的效果，手腕和手臂必须高于手掌来弹。但一般情形，特别是进行八度基本练习时，手腕

和小臂最好不要高过于手掌。在弹奏过程中小臂要保持稳定，要以腕部为主要发力点。腕部发力时，要用松弛、自然

的巧劲，不能用僵紧、生硬的动作，特备要充分发挥腕部自身固有的弹力。整个手要以腕部为轴心上下动作，手的起

落要充分利用自然反弹力和惯性力，落下后要靠反弹力弹起，弹起后要靠反弹力落下，就像跳动的皮球，往复不断。

这样弹一则富有弹性感，效果生动；二则省力，可以持久的弹奏。动作大小以弹奏音量强弱而定，音量越强动作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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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弹一般音量八度，臂膊，尤其是小臂要放松，不要用臂膊和小臂施加压力。有些弹八度因腕力不足，

一味用臂膊和小臂加压、加力，往往引起过度僵硬、紧张，弹不了多久就酸累不堪，无法久弹。而且会形成一个恶劣

循环，由于腕力不足而借助臂膊；又因借助臂膊，手腕养成对臂膊的依赖性，无法练出自身的力量。弹奏过程中臂膊

要放松，手又要一定紧度和硬度。弹奏中要随时调节同一部位中的这二者矛盾关系，使之协调、统一。

2．1．4、 弹八度时，大小指最前端的小关节要弯曲、挺立，整个指头要坚硬。触键要用大小指，指尖外侧部

位，触键面宜小不宜大。弹与不弹的手指都要自然弯曲、挺立，掌关节也要挺起，整个手形成一个向上、向外支撑的

自然形态的“架子”、“模子” [3]。这个架子、模子要有一定紧度和硬度，但不可紧张、僵硬，弹奏时要只做以腕部为动

作轴心的上下整体动作，自身形状定型不变。弹八度手背内外两侧高低要大体相等，整个手呈基本水平状。

2．1．5、 在八度演奏中，遇到长的快速连续的八度段落，即使八度技术强的人，弹到后面，手臂也难免一定程

度的酸累。要圆满弹下来，不至于手臂过累而坚持比下，就要掌握好手臂，尤其是小臂的放松，调节好整个弹奏过程

中手臂力量的耗用，使手臂弹到最后仍有足够的余力。在选择指法上最好以小指并弹为好。非特定情形，最好其中不

要变换指法。

2．1．6、 八度跳音也属于八度断奏的内容，在弹奏短促、跳音八度时手腕略低于手掌，仍要用手腕作为动作轴

心，手要有抓东西的感觉，灵活轻松。手指在触键的一刹那，一要力量集中，二要时间短促。手的起落要充分利用自

然反弹力与惯性力，使发出的声音灵巧、富有弹性和颗粒性。如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黎明》第三乐章的回旋曲就要用

跳音八度来演奏[4]。

2．1．7、在初学者进行八度技术基本训练时，要多分手练，多慢练。动作幅度越大越好，以加大动作量，增强

练习效果。可在一个琴键上重复弹多下，再换弹另一个琴键；选择弹各种不同八度音阶、琶音和自己确定的各种八度

摸进的音型[2]。

 

2．2、 强音量八度的正确弹法。强音量八度和一般音量八度的弹法多相同，有别之处有四点：

2．2．1、 弹强音量八度除腕力外，要兼用手力和臂力。所用臂力一般为可小臂臂力，音量要求极强时，可加大

臂臂力。手腕、腕、臂所奏和用力要协调一致，成一整体。

2．2．2、 兼用手力和臂力弹强音量八度时，手腕仍然作为动作发力点，要灵敏、有力、有弹性、富有能动力。

每下触键前后，手指及整个手同琴键距离要比弹一般音量八度稍远些，因为离琴键远些就能更多借助手下落的自然惯

性力，即省力，又能弹的更响。

2．2．3、 弹速度不快的强音量八度，手臂于音与音之间抬起的瞬间，要尽量放松，使之有缓冲、休息的间隙，

减轻疲劳。弹又快又强的连续八度段落时，手臂完全放松不太可能，一定程度的紧张是正常的、允许的。尤其弹到最

后，手臂可拼出全部力量，紧张冲刺般的弹完。

2．2．4、 弹强音量八度时，前面谈过的一般音量八度的各点弹法都运用其中，尤其是手指最前端的小关节要弯

曲、挺立，指头要坚硬，掌关节要挺起等方面的强化。

 

3、 八度连奏弹奏方法

八度连奏可以称之为歌唱性练习，要充分保持音的时值，使旋律声部充分的连起来。八度连奏要求要更高一些，

相对来说要比断奏更难掌握。要掌握八度连奏技术，首先要对八度断奏基本技术有一定的掌握，再要就是手指，特别

是三、四、五指的基本功要扎实。因为旋律的声部大多在高声部，而担负起旋律声部的大都是双手的3、4、5指[3]。

这三个手指又是指力比较弱的,这就要求先增强3、4、5指手指肌肉的支撑力，还要保持积极弹奏状态，要做到下键均

匀、柔和。大指弹奏的下方音要平滑的带过，因为不可能连起来，所以只可能尽量保持音的时值。

 

 

 

                               结  语

总之，在八度弹奏演奏过程中，手腕、肘关节和肩关节在重量的传递过程中, 要做到畅通无阻、和谐统一，手指

要有足够的支撑力来支撑所弹的力量。如果遇到问题和困难，只要降低练习速度和难度, 加强正确方法的调整, 都会得

到解决。同其它弹奏技术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之处, 即保持弹奏状态的正确性，还须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学习。任何事

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和矛盾性，钢琴的八度技术，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放松与紧张的问题，只要从实践中找到中间的平

衡点，用正确的方法去调整,那么掌握八度技术就不再那么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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