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高师钢琴伴奏课的重要性和实际性

彭冬阳

（西昌学院 艺术系，四川 西昌 !"#$%%）

【摘 要】在高师音乐教育中，课程繁多。在理论性和实践性上，综合实际运用来说，伴奏课程对于一般高

等院校的音乐专业毕业生显然是更重要的一门课程，因为这个专业是为了培养中小学合格的音乐教师，而中

小学音乐教师常用的技能，应该就是上课的时候所运用的为歌曲伴奏了。所以，学好钢琴即兴伴奏，对于高等

院校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是致关重要的。那么，如何弹好钢琴即兴伴奏，如何理解钢琴即兴伴奏的实质，就

是我们即将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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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钢琴

伴奏的熟练技巧和即兴能力，是关系着以后从事中

小学音乐教育工作是否能够得心应手或者取得更大

教学成果的关键学科。所以，多掌握钢琴伴奏知识

和技巧，了解钢琴伴奏的重要性和实际运用，是必不

可少的学习环节。那么，要深一层弄清楚这些问题，

我们就可以从下面一些内容入手。

一 了解分析钢琴伴奏

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钢琴即兴伴奏：钢琴即兴伴

奏是在只有旋律谱而没有伴奏谱的情况下，为歌曲

/或乐曲 0 所弹的伴奏。起到对歌曲的补充和衬托的

作用。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事先做一些

准备，如：通读乐谱，感受一下歌曲的基本情绪与音

乐形象；初步分析一下歌曲的调式、调性、和声，并标

记功能记号；设计一下各段的伴奏音型与奏法；与演

唱者合伴奏等等。这样可使即兴伴奏减少盲目性，加

强规范性，对于初学者来说尤其重要。可见，即兴伴

奏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当然，也不像伴奏谱那样精心

设计，严格规范。因此，要求即兴伴奏既要有章法，又

要根据具体作品灵活运用，这样才是即兴伴奏。

其次，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现行中小学音乐教师

的即兴伴奏水平，以供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扬

长避短，及时解决问题。现在中小学音乐教师钢琴

即兴伴奏水平参差不齐，有好有差，不够好的主要表

现在："( 钢琴弹奏技巧不扎实，或者说没有经过正

规的训练，伴奏的最基本音型、和弦及转位的弹奏指

法和触键方法都不明确，因此连完成正常的教学任

务都成问题，更谈不上伴奏音型的丰富多彩。%( 缺

乏键盘和声及曲式等理论知识，在和弦序进方面没

有规范的设计，甚至调性运用都不准确，在键盘上常

用的大小调中，最基本的!1" 1#级还不熟，在伴

奏中左手只是跟着旋律音弹八度或单音，没有用和

声来衬托丰富旋律的效果。+( 伴奏音型掌握的少，

或不能恰当地应用，对于不同体裁风格的歌曲所应

使用的音型分辩和使用的能力差，千篇一律。如：都

用分解和弦或柱式和弦等，不能分辩是抒情歌曲还

是进行曲。对比段落之间音型的变化太少或不恰当，

甚至不成音型，节奏不准确。总之，这部分教师对于

钢琴即兴伴奏的基本步骤还不了解，每个步骤的内

容也不清楚，因此就很难完成为课堂教学中歌曲伴

奏，或为课外歌咏活动即兴伴奏的教育教学任务。那

么，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或者

还存在着这样的倾向，能否加以调整是我们能否学

好即兴伴奏的关键。

二 熟悉精通伴奏理论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再来谈谈如何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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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伴奏的水平和理论知识：要弹好钢琴即兴伴奏，

首先要在思想上得到重视，认识到弹好钢琴即兴伴

奏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在音乐教学、课外活动及

艺术实践中，即兴伴奏是一门应用广泛并不可缺少

的技能。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

个方面： $ ! % 艺术方面：塑造形象、丰富内容、深化

主题，制造气氛、背景、意境，突出主题，使不同的情

绪得以过渡、转换、衔接和渲染。通过即兴伴奏的表

现力，提高伴奏者对音乐作品的感受、理解与表现能

力，并增加伴奏者对音乐的兴趣。 $ # % 技术方面：

发挥和声、音型、奏法等钢琴的表现力，突出节奏或

旋律的作用、定调作用，在移调弹奏中更具有灵活自

如的优点。 $ & % 实用方面：省时间、见效快，适用于

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是教学中的得力 “助手”。可

根据自己的水平、能力和工作的需要即兴编配，灵活

方便，还可在找不到伴奏谱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急需

完成的伴奏任务。

三 掌握相关的音乐理论知识，提高钢

琴演奏水平

要想弹好钢琴即兴伴奏，还必须具备下面几个

条件：

$一 %要充分认识到首调唱名法在即兴伴奏中的作用

首调唱名法是科学的唱名法之一。它用 ’(、)*、

+,、-.、/(0、0.、/, $或 1, %七个唱名，代表任何大、小调的

七个音级，凡是大调的主音均唱作 ’(，凡是小调的

主音均唱作 0.。如：2 大调的主音 2 为 ’(，. 小调的

主音 . 为 0.；3 大调的主音 3 为 ’(，* 小调的主音 *
为 0. 。首调唱名法在五线谱及简谱体系中都可以使

用。

实践证明，简谱有时能起到五线谱所不能起到

的作用。因为它不像五线谱那样，受固定音高位置

的局限，而可以任意换调。当然，如果将简谱、五线

谱，首调唱名法与固定唱名法四者相互融会贯通，这

对于我们灵活地掌握钢琴即兴伴奏的技术，是大有

益处的。

近百年来简谱体系传入我国，该体系使用的是

首调唱名法。在我国中、小、幼音乐教师及群众音乐

普及工作者中，大部分仍然使用简谱与首调唱名

法。这对我们配弹即兴伴奏是有利的，因为在钢琴

即兴伴奏的创作中，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调性 $即主音

的高低 % 观念，特别要注重各调式、调性之间的相互

关系，有时甚至是依靠感性直觉来进行即兴创作。因

此建立首调观念，使用首调唱名法，对明确调性、配

置和弦或临时进行移调和转调都较容易。

$二 %要掌握一定的乐理和声基础知识

即兴伴奏属于多声部音乐的范畴，当然需要和

声基础，而和声理论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伴奏的音响

效果和表现力。应用和声知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

歌曲的体裁形式、调式、曲式、内容的分析，这就需要

拥有一定的作品分析能力。对于一首完整的作品，是

否能恰当的选择和声、织体、伴奏音型，主要是看对

作品分析得是否明确、深刻，如调式是怎样的，歌曲

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节奏怎样，速度怎样，什么样

的风格特点等等。考虑和弦结构、和声效果、风格是

否和作品内容统一，这些都要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

确定。一首优美的抒情歌曲和一首坚定有力的进行

曲肯定有着诸多方面的不同，就是同一首歌曲在每

个乐段之间以及从呈示发展到高潮再现的处理也不

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从伴奏的角度出发，

对作品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要掌握一定的

作品分析能力。

$三 %要掌握一定的键盘弹奏能力

应该具备车尔尼 456 中期的水平才能弹伴奏，

但在实际的弹奏过程中，要想丰富地表达一定的乐

曲内容，应该具备车尔尼 #66 中期的水平，这样才不

会显得有些笨拙。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应该使钢琴技

巧与即兴伴奏的技巧同步发展。掌握了钢琴的基础，

就要用一定的形式进行陈述。伴奏音型就是应用到

具体作品中有规律的陈述形式，而这个形式是否恰

当，怎样才能恰当，应当有一定的根据。如钢琴的性

能，伴奏音型的特点与表现力，演奏方法以及伴奏者

现有的钢琴技巧水平，应用能力的水平等等。

$四 %要养成随时动手、动脑的良好习惯，即勤奋科学

地练琴、刻苦钻研的精神

首先要有思想准备，要从听、看、练、写方面入

手。其中 “听”指听音乐，尤其听伴奏音型与织体；

“看”指在掌握一定的音乐理论的基础上，多看乐谱，

分析作品；“练”指实际弹奏基本功练习与乐曲；“写”

指将弹熟了的即兴伴奏用五线谱默写成正式的钢琴

伴奏谱。只要我们勤于思考，善于分析，勤学苦练，勇

于实践，持之以恒，一定能弹好即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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