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简介

钢琴演奏及儿歌伴奏是高等职业教育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艺术技能，是相关专业学生职业能

力的“硬指标”，更是幼儿园、文旅产业、教培市场等相关岗位非常

重视的专业能力。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美育教育师资培养，相关政

策文件为钢琴教学提供了方向性指导：《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要求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开发符合职业需求的

课程体系及教材。

在这样的时机和背景下，2020 年初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组织河

南女子职业学院音乐教师团队为本校学前教育、音乐表演、音乐教育

专业编纂钢琴活页式教材《键盘与幼儿歌曲伴奏》（上下册）。2021

年初开展试用，通过三个专业 6 个班的使用反馈，教材优化了难度梯

度、加入了曲目风格介绍，于 2021 年 8 月正式出版，同年 9 月投入

使用。此教材共上、下两册十三个单元，覆盖高职相关专业学生两年

学习周期：上册基于钢琴弹奏技法设置八个教学单元，32节课。通

过多调性教学步骤，让学生掌握较完整的键盘知识，适用于职业院校

一年级学生；下册共五个单元，32课时，包括弹奏技能提升、音乐

史发展脉络、名家名品赏鉴、儿歌弹唱创编等内容，适用于职业院校

二年级学生。

本教材的开发既符合高职教育特点，也是落实国家“五育并举”

教育方针、提升音乐相关师资质量的重要举措，同时该教材的出版也

填补了河南省相关课程无活页式教材的历史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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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第一课　 五线谱与高音谱号

一 学习目标
１ 掌握正确的坐姿、 初级弹奏方法ꎮ
２ 熟悉五线谱知识ꎮ

二 知识点

１ 正确的坐姿

正确的坐姿对弹奏钢琴非常重要ꎮ 坐的姿势以自然、 放松ꎬ
有利于弹奏为原则ꎮ “放松” 是积极状态下的放松ꎬ 它不同于

“松懈”ꎮ
坐的部位: 一般来说ꎬ 弹奏者应坐在琴凳 １ / ２ 左右的地方ꎬ

对准琴的正中间 (中央 Ｃ 的位置)ꎮ 脊椎骨自然立直ꎬ 身体重心

略向前ꎬ 以便将力量向前传送至手指ꎮ
人与键盘的距离: 双臂向前伸直ꎬ 放松握拳ꎬ 指关节刚好碰

到琴盖即可ꎮ



２　　　　

双脚: 双脚一定要 “脚踏实地”ꎬ 略向前伸ꎬ 膝盖弯曲处的角度要大于直角ꎬ 两脚间

隔同肩宽ꎮ 初学者双脚可以放在同一条直线上ꎮ 当演奏技术中增加了踏板的运用时ꎬ 右脚

宜放在较左脚稍前的位置ꎬ 随时准备使用踏板ꎮ

２ 手型

初学者要注意基本的钢琴弹奏手型ꎬ 五个手指对应五个琴键ꎬ 手掌呈自然半球状ꎬ 各掌指

关节适度弯曲ꎮ 手指应自然分开ꎬ 原则上刚好一个指头对准一个琴键ꎮ 手指触键的基本位

置应取在白键与黑键距离的 １ / ２ 处ꎮ 当触按黑键时ꎬ 整只手应向黑键位置前挪ꎬ 手指应弹

奏在黑键前端位置ꎮ

３ 指法标记



３　　　　

４ 五线谱与键盘对照表

５ 高音谱号

高音谱号即音乐中表示音调区位高低的符号ꎮ 高音谱号的另一个名称是 “Ｇ” 谱号ꎬ
因为它是由拉丁字母 “Ｇ” 的花体字演变而来ꎮ

６ 常用音符、 休止符的时值

名称 音符 时值 名称 休止符 时值

全音符 ４ 拍 全休止符 ４ 拍

二分音符 ２ 拍 二分休止符 ２ 拍

四分音符 １ 拍 四分休止符 １ 拍

八分音符
１
２ 拍 八分休止符

１
２ 拍

十六分音符
１
４ 拍 十六分休止符

１
４ 拍

三十二分音符
１
８ 拍 三十二分休止符

１
８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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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三 基本练习

１

２

练习提示:
单音练习一般先从 ３ 指开始ꎬ 因为 ３ 指位于五个手指的中间ꎬ 比较容易支撑ꎬ 也有利

于保持手型ꎬ 弹奏时肩臂放松ꎮ

３

四 练习曲

１

练习提示:
(１) 始终以 “提起” “落下” 的动作弹奏每个音ꎬ 使每个音断开ꎮ
(２)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持手型ꎬ 手指略向里弯曲ꎮ
(３) 边弹边唱谱 (大声)ꎬ 并数拍子ꎬ 培养节奏感ꎬ 初步实现双手弹奏ꎮ



５　　　　

２

五 乐　 曲

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６　　　　

六 节奏练习

１

２

３



７　　　　

第二课　 低音谱号与单音断奏

一 学习目标
１ 认识低音谱号ꎮ
２ 认识小字组的 Ｃ、 Ｄ、 Ｅ、 Ｆ、 Ｇ 音ꎮ
３ 掌握非连音的弹奏方法ꎮ

二 知识点

１ 低音谱号

低音谱号以五线谱第四线为中心位置线ꎬ 因第四线的音为小字组的 “ ｆ”ꎬ 故又称作 Ｆ
谱号ꎮ

２ 五线谱

用来记录音乐的五条等距离的平行横线叫做五线谱ꎮ 它包含五条线和四个间ꎬ 音符的

符头写在线上或间上ꎮ 在五线谱上ꎬ 音的位置越高ꎬ 音也越高ꎻ 反之ꎬ 音的位置越低ꎬ 音

也越低ꎮ

当出现更高或更低的音符时ꎬ 就会在五线谱的上方或下方加上短横线ꎬ 这就是加线或

加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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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３ 大谱表

在五线谱上要确定具体音的高低ꎬ 还需用谱号来表明ꎮ 钢琴谱有两种谱号: 高音谱号

和低音谱号ꎮ 记有高音谱号的谱表叫做高音谱表ꎬ 记有低音谱号的谱表叫做低音谱表ꎬ 将

两行谱表用花括弧线连接起来即大谱表ꎮ

４ 拍号

拍号是在乐谱中使用的符号ꎬ 用分数的形式来标画ꎮ 每一个乐谱前面都有拍号ꎬ 中间

如果改变节奏会标出改变的拍号ꎬ 拍号如同分数ꎬ 如 ２ / ４、 ３ / ４ 等ꎮ
四二拍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ꎬ 每小节二拍ꎬ 属于单拍子ꎮ
四四拍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ꎬ 每小节四拍ꎬ 属于复拍子ꎮ
四二拍的强弱关系: 　 　 　 　 　 　 　 四四拍的强弱关系:

　 　 　 　

５ 非连音的弹奏方法

非连音弹奏也称为断奏ꎬ 是初学者最容易体会放松和用重量弹奏的方法ꎮ 每个音都由

“提起” 和 “落下” 两个动作完成ꎬ 每个手指都能获得独立的支撑能力ꎬ 对手指本身尚没

有很多独立活动的要求ꎮ 非连音弹奏的具体方法如下ꎮ
(１) 以手腕带动手臂ꎬ 将手臂慢慢 “提” 起ꎬ 略高于键盘ꎬ 手型依然保持自然、 放

松的状态ꎮ
(２) 手臂慢慢地垂直落下ꎬ 将弹奏手指立在琴键上ꎬ 重量下到底ꎬ 这个手指的每一个

关节都不能塌陷ꎬ 手腕略低于掌关节ꎮ 此时除了触键的手指支撑着ꎬ 其余的部位在声音发

出后不再用力ꎬ 其他的手指略高一点ꎬ 不要碰到其他琴键ꎬ 但不要过高地翘起ꎬ 以免造成

紧张ꎮ
(３) 再次由手腕将整个手臂提起ꎬ 开始弹奏第二个音ꎮ
(４) 在起落的动作中ꎬ 始终要保持好手型ꎬ 手臂、 手腕放松ꎬ 手指的第一关节不要

塌陷ꎮ



９　　　　

三 基本练习

１

２

四 练习曲

１

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１０　　　

２

３

五 乐　 曲



１１　　　

六 节奏练习

１

２

３

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１２　　　

第三课　 四三拍与双手配合断奏

一 学习目标
１ 认识四三拍ꎮ
２ 认识低音谱号小字组的 Ａ、 Ｂ 和小字一组的 Ｃ 音ꎮ
３ 认识附点音符ꎬ 掌握附点二分音符ꎮ

二 知识点

１ 四三拍

四三拍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ꎬ 每小节三拍ꎬ 属于单

拍子ꎮ
四三拍的强弱关系:

２ 附点音符

记在符头右边的小圆点称为附点ꎮ 带附点的音符称为附点音符ꎬ 附点音符延长原有时

值的 １ / ２ꎮ
在四三拍中ꎬ 附点二分音符表示演奏时实际时长应为两拍加一拍即三拍ꎮ

３ 级进和跳进

级进是指旋律中的两个音之间ꎬ 按音阶的音级顺序作二度音程的上行或下行ꎮ 级进是

构成旋律线起伏的最原始、 最单纯的形式ꎬ 又是造成旋律流畅性的基础ꎮ
三度音程以上的旋律进行称为 “跳进”ꎮ 其中三度进行为 “小跳”ꎬ 四度以上进行为

“大跳”ꎮ “小跳” 是扩展旋律线及活跃旋律进行的常用手法ꎬ 并经常与同音反复或级进连

用ꎬ 构成平稳的旋律进行ꎮ

三 基本练习

１ 右手练习



１３　　　

２ 左手练习

四 练习曲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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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五 乐　 曲



１５　　　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１６　　　

六 节奏练习

１

２

３



１７　　　

第四课　 综合复习

一 学习目标
１ 复习五线谱的基础知识ꎮ
２ 巩固非连音的弹奏方法ꎮ
３ 掌握固定手位练习ꎮ

二 练习曲

１

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１８　　　

２

３

４



１９　　　

三 乐　 曲

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２０　　　



２１　　　第一单元　 键盘识谱与非连音奏法 　 　



２２　　　

四 习　 题

１ 根据提示做题ꎮ

２ 按要求标出中央 Ｃ 和小字组 Ｃꎮ

３ 联想键盘ꎬ 在横线上写出白键的音名ꎮ
(１) 三个黑键组的左边的白键是 音ꎮ
(２) 两个黑键组中的两个黑键之间的白键是 音ꎮ
(３) 两个黑键组的左边的白键是 音ꎮ
(４) 三个黑键组中的前两个黑键和第三个黑键之间的白键是 音ꎮ
(５) 两个黑键组的右边的白键是 音ꎮ

４ 试着把下列旋律移高一个八度ꎬ 改写在高音谱表上ꎬ 并大声唱出来ꎮ

５ 试着把下列旋律移低一个八度ꎬ 改写在低音谱表上ꎬ 并大声唱出来ꎮ



２９　　　

第二课　 升记号

一 学习目标
认识升记号并能够在键盘上演奏ꎮ

二 知识点

升记号表示将基本音级升高半音ꎮ 音符前加升记号表示弹奏这个音右边最邻近的键ꎮ

三 基本练习

第二单元　 跳音奏法与变音记号　 　



３６　　　

四 练习曲

１



４３　　　

四 习　 题

１ 在以四分音符为一拍的拍子里ꎬ 在横线上标出下列音符和休止符的拍数ꎮ

２ 请按照拍号为下列节奏添加小节线ꎮ
(１)

(２)

３ 在横线上写出下列音符的音名及音组 (请注意谱号不同)ꎮ

４ 在五线谱上写出与音名相对应的音符 (提示: 音名加＃记号ꎬ 音符也要加＃记号)ꎮ

Ｃ　 　 　 ＃Ｅ　 　 　 Ｇ　 　 　 ＃Ａ　 　 　 Ｂ　 　 　 ＃Ｆ　 　 　 ＃Ｄ　 　 　 Ｅ　 　 　 Ｃ
５ 在上方标有＃记号的音符前画上升记号ꎬ 然后边弹边唱音名ꎮ

第二单元　 跳音奏法与变音记号　 　



５０　　　

(２)

２ 左手练习

(１)

(２)

３ 双手练习



５７　　　

２

第三单元　 连音奏法　 　



６４　　　

内蒙民歌

小　 鸡



７１　　　第四单元　 音程与和弦基础知识　 　



７８　　　

六 节奏练习

１

２



８５　　　

第四课　 综合复习

一 学习目标
１ 巩固断奏、 跳奏、 连奏弹奏技术ꎮ
２ 掌握三和弦和 Ｇ７ 和弦ꎮ
３ 熟练识别临时变音记号ꎮ

二 练习曲

１

第四单元　 音程与和弦基础知识　 　



９２　　　



９９　　　第四单元　 音程与和弦基础知识　 　



１０６　　

四 练习曲

１

２



１１３　　

２

第五单元　 Ｃ大调基础知识　 　



１２０　　

三 基本练习

１

Ｃ 大调主三和弦琶音

２



１２７　　

２

第五单元　 Ｃ大调基础知识　 　



１３４　　

三 基本练习

１

２



１４１　　

３ 弱起小节

乐曲不从小节的第一拍开始ꎬ 而是从较后的拍或一拍的后半拍开始ꎬ 这叫做弱起小

节ꎮ 通常弱起小节与乐曲结束时的最后一小节加起来才合成一个完整小节ꎮ

三 基本练习

四 练习曲

１

第六单元　 Ｇ大调基础知识及其他常用拍号　 　



１４８　　

五 乐　 曲

六 节奏练习

１

２



１５５　　

２ 琶音

三 基本练习

第七单元　 Ｆ大调基础知识及演奏记号　 　



１６２　　

三 基本练习

四 练习曲



１６９　　第七单元　 Ｆ大调基础知识及演奏记号　 　



１７６　　

(３) 下列旋律片段ꎬ 哪些可用波音记号简写? (　 　 )

(４) 下列旋律片段ꎬ 哪些可用震音记号简写? (　 　 )

(５) 下列记号中ꎬ 哪些是力度记号? (　 　 )
Ａ ｄｉｍ Ｂ ｃｒｅｓｃｅｎｄｏ Ｃ Ｐｉａｎｏ Ｄ ｐｏｃｏ ａ ｐｏｃｏ ｆｏｒｔｅ
(６) 下列记号中ꎬ 哪些是速度记号? (　 　 )
Ａ ｒａｌｌ Ｂ ｒｉｔ Ｃ Ｄ ａｃｃｅｌ
(７) 下列哪些装饰音的演奏效果相同? (　 　 )



１８３　　

六 节奏练习

１

２

第八单元　 不同节奏型训练　 　



１９０　　

五 乐　 曲



１９７　　

四 乐理知识

１ 下列哪些是半音?

２ 下列哪些是全音?

３ 添加一个音符使其成立ꎮ

４ 哪个是 “突强” 记号?

５ 哪些演奏效果相同?

６ 写出下列实际演奏效果ꎮ

７ 用数字表示小节数ꎬ 写出演奏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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