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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一首作品时，想象力的发挥影响着演奏者对音乐作品的理解以及对作品的情感处理。本文将从想象力的作用、如何培养想象

力展开论述。 

［关键词］ 钢琴；想象力；生活经验 

 

想象力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是人类所特有的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

心理活动能力，它是在审美过程中通过联想、想象、幻想将各种相关形

象和记忆表象加以整合，用以认识对象和创造新形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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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象力的作用 

我们生活中离不开想象力，从事文艺创作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从事

科技工作同样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尤其在钢琴演奏中，想象力显得更为

重要。作曲家在进行创作时大都凭借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新颖的想象力

创作而出，所以很多钢琴作品听众听后会感同身受产生共鸣，有时到音

乐厅听现场版甚至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钢琴演奏者应同时具有很好

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才能够感受和表达出作曲家的情感，更完美的诠

释作品。 

2 培养演奏者丰富想象力的方法 

对钢琴演奏中的想象力而言，丰富的想象力是演奏者在钢琴学习与

演奏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自我完善、逐步提高的成果能力。演奏者随

着自身生活阅历的丰富、艺术经验的累积，那么对艺术作品的想象也会

更有深度。 

2.1 想象力通过生活经验所得  

钢琴作品中很多情感的表达都是来源于生活，演奏者应多去体会生

活，例如肖邦练习曲 Op.25no9，这首练习创作于 1834 年，作品因轻巧

的八度在黑白键间飞翔， 全曲如蝴蝶翅翼的颤动， 也被称为《蝴蝶》

练习曲。蝴蝶这首练习曲篇幅短但旋律很优美，教师在教学生弹奏时，

应该充分引导学生结合日常生活中蝴蝶的样子发挥想象。例如：我们在

生活中看到的蝴蝶翅膀很轻盈，在空中很自由的畅游，那么我们在弹这

首曲子时就要结合蝴蝶的特征—“轻巧”，右手弹奏八度一定要轻巧并且

具有弹性、手腕随着旋律的进行方向划小半圆并且放松，弹奏时也要注

意每拍的旋律音要有歌唱性，弹奏时犹如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轻盈、轻巧。

作品左手多为跳音以伴奏音型，弹奏时要轻快并且充分配合右手的旋律，

表达出轻巧、轻快的艺术效果。 

 

2.2 了解曲目背景并结合生活经验所得 

随着人类创作的音乐作品越来越多，后人获得的音乐经验也就越来

越丰富，从而其音乐想象空的空间也越来越大，音乐经验积累的程度，

直接影响着音乐创作想象空间范围的大小。多体验生活再结合曲目的意

境和情感发挥想象。“柴科夫斯基的《六月·船歌》是《四季》中最为脍

炙人口的一首乐曲，根据普列谢耶夫的诗《走向河岸》写成的，是带标

题的钢琴小品套曲，与诗歌的意境相结合，完美的将俄罗斯美丽的六月

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诗歌大意是“让我们去岸边，让浪花亲吻我们的

双腿。星光带着迷离的忧伤，照耀着我们”。《六月·船歌》所描述的意境

是夏日的夜晚人们坐在小船上在映着月光的湖水中荡漾的情景。”弹奏这

首作品时结合这首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我们日常划船时的感受发挥想象去

演奏。这首作品的前两小节弹奏时仿佛我们置身船中，河面水波涟漪，

船在水中慢慢摆动，弹奏时注意触键的方式。 

我们弹奏一些作品时要结合曲目的创作背景和我们的生活经验发挥

想象感受作曲家的情感。 

2.3 教师适当启发学生的想象力 

 当教师教授一首新曲子时，教师可以适当的讲授曲目的创作背景，

留有更多的空间让学生想象。学生在聆听作品和发挥想象力的过程中，

会结合日常生活逐渐养成思考、想象的习惯，注重观察生活并记录生活

中的美，这时候需要教师启发学生，将这种生活中感受到的美升华到对

钢琴作品的理解中，在潜移默化的环境中，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2.4 多听不同专业的音乐记忆音响效果发挥想象力模仿。 

演奏者要想演奏出好的音色效果，就要多听音乐会、多听音频学习

演奏家们如何演奏，记忆不同的音响效果。例如在《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中 》引子部分有模仿笛声的效果，弹奏时我们脑海中要先有笛声的音响

效果，再通过我们的想象去模仿笛声就容易的多。钢琴曲《平湖秋月》，

是在 1973 年由陈培勋根据同名广东丝弦乐曲改编而成的一首中国钢琴

作品，同样，我们再弹奏时要先记忆丝弦乐的音色，之后再发挥想象进

行模仿。王建中先生根据同名古琴曲《梅花三弄》的基本音调改编为钢

琴曲《梅花三弄》。作品中也有模仿古琴中“泛音”的音响效果，我们再

弹这首作品之前要先了解古琴的音色特点，之后根据古琴的音色特点展

开想象模仿，这样会容易很多。 

3 结语 
鲁宾斯坦说“很多人会弹琴，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富有想象的演奏”。

富有想象力的演奏可以使听众感同身受，在钢琴的学习中想象力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一首作品时教师可以从生活经验、曲目创作背景

等方面适当启发学生，使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可以感受到作曲家所表

达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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