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钢琴即兴伴奏的学科体系的构建模式 

目前,钢琴即兴伴奏既没有成为“主干学科”,学科设置也没有

“即兴伴奏为中心”。为基础教育服务的观念尚不牢固、学科设置、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有失师范性教育培养目标,重音乐专业学术水平,

轻教育学科理论和教育实践以及综合人文素养的形成的问题仍然存

在。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提出建立钢琴即兴伴奏学科体系,使高校钢琴

学科建设落到实处。  

一、 具有明确的学科目标与学科教学大纲  

  高校音乐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中小学及其他中等职业学校培

养合格的音乐师资。高校音乐学专业的教学绝不能只局限于技能课的

教授,应当开阔思路,建设一个以钢琴专业课提高演奏技巧、和声、键

盘和声、曲式、作品分析、织体等理论与史论知识作素质培养来提高

修养的多项教学学科与内容并重的全方位立体化的钢琴即兴伴奏教

学学科体系。它可以提高学生的素质与能力,为胜任未来教学工作中

对教育对象实施美育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至于钢琴即兴伴奏课本

身,则是要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为歌曲、器乐曲,主要是歌曲的即兴伴

奏能力。在拿到一首简谱或五线谱的单旋律歌曲时,正确使用正三和

弦、副三和弦为其编配和声,选择适当的伴奏织体,在较短时间内熟练、

流畅的弹奏并会移调,尽可能的与演唱者相互配合,达到烘托气氛的

目的。  

  教学大纲是一门学科的纲要结构。是以纲要的形式规定有关学科

内容的指导性文件。它规定了各门学科的目的、任务、内容、范围、



体系、教学进度、时间安排以及对教学方法的要求等。虽然钢琴即兴

伴奏课已在大部分学校作为必修课开设,但是长期隶属于钢琴教学的

范畴。我们培养的是中小学师资而非钢琴演奏家,钢琴在中小学教学

之中只是作为伴奏乐器存在,面对中小学音乐教材中大量的单旋律歌

曲,恐怕钢琴即兴伴奏水平才是衡量的重要尺度。  

  因此,要在高校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大纲中突出钢琴即兴伴奏课的

地位,打破原有的钢琴、声乐、音乐理论三大主干学科的格局,增加钢

琴即兴伴奏专业,并把其放在主科的教学位置上。这个提法,不仅是顺

应社会需要,更将给高校音乐学专业的钢琴教学带来一场重大的变

革。  

二、学科实施手段  

  高校音乐专业整个学习期间所开学科门类多,学生很难像钢琴专

业的学生那样,拿出更多的时间去练琴。更有部分学生,对钢琴的弹奏

是从入学才开始,年龄偏大,起步晚,因此那种追求培养高、精、尖的

专业演奏人才的目的很难达到。我们在学科设置中应结合师资这一培

养目标,尽可能让学生在提高钢琴弹奏技术的同时,适应社会需求,掌

握钢琴伴奏的基本技术,尤其是钢琴即兴伴奏的能力。传统授课方式

教学手段单一,教学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数码电钢琴集体课教学利

用琴多的优势,为多种形式的课堂教学提供条件,不仅体现了较高的

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学习、课堂训练、课

堂消化,使知识转化为技能,效果显着。  

  此外,利用电钢琴教室进行钢琴即兴伴奏教学无疑有很多优势,



我们应努力研究和积极探索有利于钢琴即兴伴奏教学的新途径和新

方法,培养出更多“应用型”人才。  

三、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学校教育过程的基本因素之一。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

教与学生的学的双边活动的中介。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以教学计划、教

学大纲、教材或讲义、活动安排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知识、技能、

价值观念及行为。  

  钢琴即兴伴奏没有像钢琴课那样的严格规范,它的标准尺度相对

宽松。同一首歌曲可以有不同和声、不同伴奏音型、不同风格的伴奏

方法。它灵活多变、自由的特点给了教学研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我

们要从千变万化的即兴伴奏中,摸索出共性的、普遍的规律来,完善学

科知识,使它在规律和章法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发挥。即兴伴奏又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的编配与演奏训练无疑应是学科的主体

内容。各高校应针对自己的生源特点,制定一个既有规范性又有针对

性的教学大纲及教学内容。规范即兴伴奏教学,严把教学内容和程度

关。  

四、评价方式  

  钢琴即兴伴奏课的考核一直是以演奏的方式进行。课堂讲授的每

部分伴奏理论也以学生弹奏作业的形式来检查掌握的情况。面对面的

弹奏并点评学生的作业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其他学生的聆听又

使他们获得了比较与思考的收益。  

  1、定期举办学生即兴伴奏或自弹自唱比赛或音乐会。为了创造



更多的实践机会,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上台展示自己,树立自信心。演出

的形式有即兴伴奏、自弹自唱、独奏、四手联弹、双钢琴、钢琴与小

提琴、钢琴与萨克斯,合唱、小合唱、四重唱伴奏等等。曲目包括中

外经典歌曲、流行歌曲、爵士摇滚。音乐会的情绪热烈,参与的同学

都受益匪浅,既培养了学生的群体意识及合作精神,同时也让下一个

年级的学生对即将学习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产生浓厚的兴趣和

期待。我认为,这样的形式值得推广。对于钢琴即兴伴奏这样的技能

课,当然是要靠舞台实践去检验学习的成果。再以实践去推动理论的

学习和应用。  

  2、实行钢琴即兴伴奏考级制度。钢琴业余考级的兴起,带动了钢

琴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也不妨借鉴一下,引入钢琴即兴伴奏考级制

度。促进学科的发展。  

  综上,即兴伴奏不是“即时伴奏”,也需要时间和较好的技能准

备、大量的实践积累。钢琴即兴伴奏的学习最忌“纸上谈兵”、“刻

苦乱弹”。真正具备表现自如、处理细腻和有较好默契感的即兴伴奏

能力也绝非一日之功。因此,应尽快建立一个简明实用、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既有内在联系又有不同程度、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钢琴即

兴伴奏体系。通过恰当、合理、准确、有效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

有层次、逐步的训练和培养学生,使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即兴伴奏原理、

规律和方法。为今后的教学与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