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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鋼琴教材之評析 
貴庭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在這少子化的時代裡，父母在孩子小的時候培養其各項才藝，望子成龍，望

女成鳳。從現今的音樂學習環境來看，熱門學習樂器之一就是鋼琴，鋼琴有什麼

樣的特性，讓每位學生在接觸音樂時都先以鋼琴為媒介呢？ 

鋼琴是「樂器之王｣，是能同時產生最多和聲的樂器，更是日後學習和聲學、

器樂學、鍵盤和聲或對位等音樂領域的最佳工具（張渝役，1998）。林正枝（1997）
認為鋼琴是屬個人化表現的樂器，是表達音樂重要的媒介，也是接觸音樂的最佳

媒介，因為鋼琴有固定的音高和音程，不像其他弦樂器或管樂器有音準的顧慮，

鋼琴可以使音感尚未成熟的兒童，對於音的體認有正確的依據，便於學習，並且

可以應用廣泛，因為鋼琴是旋律樂器，也是和聲及節奏樂器，不只獨奏，還可進

行伴奏，甚至與老師或同儕合奏或重奏，所以鋼琴可以說是完美的全能樂器，任

何音樂教師都會同意鍵盤的學習經驗是教導學生認識音樂極佳的活動之一。 

應詩真（2003）提及鋼琴初學階段的教學，是培養一個鋼琴家、一個優秀的

鋼琴工作者之過程中的基礎階段，是整個鋼琴教學的第一步，其重要性也就尤其

突出。近年來，更為明顯的，學習音樂的年齡隨之下降，讓身為鋼琴教師的我們，

更需要去關注鋼琴教學上的準確性及適當性。首先，初學學習者涵蓋各年齡層，

學齡前幼兒在認知方面及肌肉發展部分差異極大，專注力較低，進度往往比較

慢，以往的鋼琴教材設計與進度上的編排不一定適合年紀小的幼兒，因此，教師

對這一階段的教學，必須給予極大的重視。另外顯著的是，鋼琴的學習者中，成

人學生也在逐漸攀升，成人學習音樂看似起步晚，但有著更多的彈性及討論空

間。綜合上述，在教學過程中，因為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所以在教材的選擇上，

教師也需更加謹慎。 

隨著資訊的快速流動，國內外鋼琴教材也日新月異，令人目不暇給，鋼琴教

師如何從坊間種類繁多的教材中選擇適當的教本指導學生？如何客觀的評估教

材內容適不適合學生？另外，教師也因此面臨更多問題，要使用自己小時候彈的

教本傳承，還是採用最新上市的教材？如果要使用自己不熟悉的教材教學，又要

如何篩選？為了掌握初級鋼琴教材的重點，且有助於教師後續研究及選擇適合學

生的教材，以下以各個初級鋼琴教材出發，探討在不同教材中有哪些重點、要素

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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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評析 

經研究者歸納整理後，以下將分為「教材共通點」、「教材特點」及特別為「成

人」所設計之教材進行探討。 

(一) 教材共通點 

此次整理的教材皆以初學者出發，採螺旋式教學，由易到難，配合學生身心

的發展。此外，這些教材都是套書，皆有輔助教材，將其相關教材詳細編寫，頁

數也密切配合，一目了然，不僅有縱向銜接，還有橫向的連結，讓學生可將一個

概念從技巧訓練、樂理知識到演奏曲目合一，作更深入的練習。樂曲多呈現編者

創作或改編，風格多元。 

(二) 教材特點 

1. 《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 

教材採折中認譜法，強調不同觸鍵之彈奏姿勢及和聲相關概念的學習，教材

將唸唱帶入教學，以不同曲式與音樂性的表達練習。其教學內容多有與教師「配

伴奏」的聯彈練習，不僅讓學生可以聽到多元的和聲，也可以加強學生聆聽他人

與配合的訓練。 

表 1 《芬貝爾基礎鋼琴教程》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在內容設計上，將同一項目的素材分別編排在不同級。 
 教學內容融入創作與探索單元，審核學生的舊概念。 
 音高採單音介紹，將和弦分級說明。 
 技巧方面著重不同的觸鍵方式。 
 包含樂句結構、樂段結構的教學。 
 曲目多以二重奏模式進行（教師為伴奏）。 

建議 雖教材有放入聽音及創作等訓練，但在實際教學上，還是需要教師更多的引導

及輔助。 

適用對象 建議想增強音樂性的培養或加強彈奏技巧者，建議可選擇此教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2. 《卓越鋼琴教程》 

  教材在節奏型態上呈現多樣的變化，每一級教本皆持續有節奏的訓練，另有

視奏與聽音練習。重視統整能力的訓練，具備全面且完整的演奏能力。預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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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線譜開始，讀譜訓練主要使用音程及地標音的方式，讓學生可以更快的辨視

五線譜上音高。  

表 2 《卓越鋼琴教程》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無線譜讀譜→音程讀譜、地標音讀譜。 
 多元化的訓練，包含曲風、節奏、視奏、聽音、樂理等。 
 樂理概念以遊戲進行學習。 
 教本級數銜接會不斷的複習學過的概念。 

建議 由於在一級裡內容較多，教師應注意進度是否符合學生身心發展。 

適用對象 建議需要訓練統整的能力者較適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3. 《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 

教材為分項獨立訓練，以遊戲進行學習，教材重視手指技巧的訓練；讀譜訓

練主要使用音程讀譜；在預備訓練的學習也從無線譜開始，讓學生在學習五線譜

前就可以彈奏鋼琴；教學方式生動，將樂理知識及彈奏技巧以輕鬆活潑及生活多

樣化的方式呈現。 

表 3 《艾弗瑞全能鋼琴教程》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在內容設計上，將同一項目的內容編排在同一級，以不同單元來教學。 
 音高以 C、G 音所構成的五音組練習，以中央 C 位置為起步。 
 介紹二度~五度音程，一次說明完三種主和弦。 
 技巧說明方式及練習曲充分，學生穩固後再進行下一階段。 
 曲目多以二重奏模式進行（教師為伴奏）。 

建議 在使用此教材時，某部分的重點概念或素材會提前出現在樂曲及練習中，教師

在使用時，順序性需要稍加注意。 

適用對象 此教材在編寫方面，詳細的在每一首曲目的頁首上標示出與其系列教材的頁碼

和進度說明，若是新手教師或是自學者，建議可選擇此教材較為詳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4.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 

教材著重在演奏者如何能善用肢體彈奏將有助於音樂的詮釋，達到技巧與藝

術融合的境界；內容強調以肢體彈奏為核心概念，「手腕」則為技巧發展的前提；

另外，鋼琴曲集能強化學生對各種技巧類型之應用，以及對各種音樂風格與曲式

結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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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羅琳鋼琴藝術家教學法》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教材除了強化學生各種技巧類型之外，音樂風格與曲式結構也成為此教材重

要的一環。 
 創作曲目風格多變，含巴洛克、古典、浪漫、現代時期風格皆有。 

建議 

 技巧雖有步驟描述可遵照，但如能搭配圖片示範肢體動作，將能使學生容易

掌握正確的姿勢，且提高效率。 
 建議教師在使用此教材前，將全套技巧類型熟練後再指導學生，以掌握教材

之脈絡並能正確示範每種技巧。 

適用對象 
由於大量的技巧練習，慢慢的建立正確運用肢體的觀念，進而再延伸到樂曲，

相對有效率，不論是初級、高階程度甚至是成人學生，此教材適用於各種程度

的教學對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5. 《美啟思成功鋼琴教程》 

教材著重於節奏的學習，強調身體與手指的運作關聯，教學進程緊湊，認知

較深入，若使用補充教材的搭配，可提升學童學習果效及完善教材功能。在教材

使用上，教師可選擇曲目跳躍教學、適度篩選曲目及教師為學生伴奏等方法。 

表 5 《美啟思成功鋼琴教程》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音樂歷史背景介紹清晰 
 曲目可搭配合伴奏及聽音訓練，或使用標記引導、補充教材的搭配等，可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及完備教材功能。 
 版面設計及視覺圖像的引導，可充分理解彈奏的技巧及音樂性的表現。 

建議 教師在使用此教材時，需特別注意進度是否搭配學生身心發展。 

適用對象 由於此教程教學緊湊，認知較深入，年齡較高者使用此教材較為適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6. 《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 

教材從無線譜讀譜開始，在教材中經常使用五聲音階。以各種和弦、節奏型

和轉調的練習為多。教材也著重移調技巧，運用調性認譜，將調性分組呈現，方

便學生學習練習移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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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巴斯田才能鋼琴教程》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彈奏技巧教學較緊湊 
 以組調的方式介紹各調性，藉由 I 級和弦的位置練習各種調性的彈奏，在和

弦結構方面說明詳盡。 

建議 
 由於技巧練習進程較快，教師須注意學生練習情形，對年幼的初學者來說，

可能會出現手指塌陷、手型不穩等問題 
 在創造性與聽力方面建構較少，可用其他教材來補充。 

適用對象 對於要熟知多調性運用或和弦彈奏需加強的學習者，建議可使用此教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7. 《可樂弗鋼琴叢書》 

教材以中央 C 位置作為起步，透過音名、音符、節奏的認識，將音樂概念

依循介紹。最強調初級功能性的技巧，以主三和弦的伴奏配置與主三和弦的進行

兩種音樂素材為主。著重左手技巧伴奏方式。 

表 7 《可樂弗鋼琴叢書》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初級功能性技巧」項目是此教材所著重的訓練之一，尤其偏重主三和弦。 
 曲目皆附上標題，其標題配合插圖、樂曲情境，讓學習者更有想像空間。 
 其輔助教材有出版具以特定訓練目的的課本，如：和弦與調門、大音階練習

等。 

建議 相較於其他鋼琴教材，此教材在視覺上較顯單調，缺乏鮮艷的顏色及活潑的圖

片。 

適用對象 對於需加強功能性技巧者以及強化初級調性練習者建議可使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8. 《好連得成功鋼琴教程》 

教材每冊教本皆有音程概念，分配比例平均。其主要讓學生感受節拍與音樂

的律動，強調即興彈奏與創作。調性介紹順序為 C 大調、G 大調、F 大調與 a 調、

e 小調、d 小調，但只僅於大、小調的五指位置，尚未介紹到完整的音階，樂曲

多以 C 大調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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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好連得成功鋼琴教程》教材整理表 
項目 內容 

特色 

 強調音樂的律動，以技巧感受節拍。 
 每首樂曲以鍵盤圖形來標示雙手彈奏的位置。 
 善用音樂媒體輔助教學。 
 有升、降記號的調性樂曲，皆不標示在調號處，而在音符前加上臨時記號標

示在樂曲中。 

建議 在橫向與其他輔助教材的聯繫有些落差，可搭配更多練習曲來穩固練習。 

適用對象 建議可用於年紀較小的學生，可以在一開始時培養對音樂、節奏的律動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三) 成人鋼琴教材 

以下針對市面較常見的成人鋼琴教材進行探討，包含：《芬貝爾成人鋼琴教

程》、《巴斯田成人鋼琴教程》、《艾弗瑞成人全方位鋼琴教程》。 

表 9 成人初級鋼琴教材整理表 
教材 特色 建議 

《芬貝爾成人 
鋼琴教程》 

 重視鋼琴功能性技巧，訓練創造力和想

像力，強化思考力與反應力。 
 彈奏技巧方面先穩固五指位置的基本

技巧後，再延伸教學。樂曲以通俗樂曲

居多。 

此教材在各方面較完善，涵蓋

聽、讀、彈、寫，較適合自學

者選用。 

《巴斯田成人 
鋼琴教程》 

 重視節奏與和聲概念且內容豐富多

變，並強化手指敏捷與音樂感受。和弦

進度較緊湊。 
 曲目依教學目標，自編的樂曲類型最

多。 

此教材在古典曲目的練習上

較少，建議教師使用此教材時

可以補充其他教材進行教學。 

《艾弗瑞成人 
全方位鋼琴教程》 

 和絃涵蓋較廣，介紹較完整。 
 樂曲多不同力度和速度，曲目以通俗歌

曲的數量最多。 
 介紹各類小音階，包含半音階。 

有些關於爵士樂的曲目，教師

在使用此教材時，可以先增加

爵士方面的涉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三、結語 

從眾多教材中觀察，可看出目前以美系教材為大宗，引用外國鋼琴教材時，

因為風俗民情、語言的不同，在切入教學時必需有所調整，適時透過教學加以修

改，以增進教學效率。未來建議可運用近年新出版之其他鋼琴系列教材或國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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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發展之本土教材，以延伸國內鋼琴教學之研究。另外在教學對象方面，從上述

分析過程中，可發現教材年紀設定大多是幼兒或兒童，而較少數成人教材，近年

來成人學習鋼琴的的意願大幅增加，教師未來可著墨於成人用與兒童用的初級鋼

琴教材之間的關聯，亦或是進一步深入探討市面上的成人鋼琴教材，也鼓勵更多

針對成人鋼琴教學的教材出版。 

最後，現今初級鋼琴系列教材之內容多元且豐富，不論是音樂基本概念、認

譜、技巧訓練等內容，皆注重整體的教學規劃，因此鋼琴教師們也需要熟悉多種

教材、教法以及各項新趨勢，以便不斷自我成長，甚至研擬出屬於自己獨特的教

學方法；另外，需細心觀察不同程度學生的個別需求，為其選擇最適當的教材與

教法，才能為不同特性及差異的學生，提供最完善的教學，幫助每一位學生培養

對音樂的興趣與自主的學習能力，奠定良好的音樂學習基礎。 

鋼琴的學習可以培養一個人的音樂基礎，對於日後的音樂能力發展，有著深

遠的影響。希望藉由此評析，能提供鋼琴教師們對初級鋼琴教材在選擇上及教學

內容上有更進一步的參考與價值，期盼能提升教師們未來的鋼琴教學之效益，並

進而幫助學生提高對音樂的感受力與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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