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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伴奏在高校钢琴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践行研究
翟　震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

摘要：在高校钢琴课堂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即兴伴奏能力是重要内容之一。学生在掌握基础的钢琴演奏技巧之后，结合自身对演

奏乐曲的认识进行即兴伴奏的创作，这一过程较为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水平，同时学生还要具备一定的音乐鉴赏水平。新时代的

教育背景下更重视人才的培养质量，所以在高校钢琴课堂的教学中，教师做好即兴伴奏的教学工作，通过教学引导帮助学生娴熟地掌握

钢琴演奏技巧，本文基于当前高校钢琴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并结合当前的问题探讨在钢琴教学中引入即兴伴奏方式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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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高校钢琴教学中钢琴伴奏能力是专业基础课中学生必

须掌握的重点内容，即兴伴奏能力需要学生基于音乐作品理解的

基础上，在演奏现场氛围的基础上进行即兴的弹奏。结合当前高

校钢琴教学的重点，把即兴伴奏引入课堂教学环节，一方面契合

新时期高校钢琴教学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

的即兴伴奏能力，这对于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很有必要，接

下来，本文就基于实际的教学工作谈谈如何把即兴伴奏应用到高

校钢琴课堂的教学中来。

一、高校钢琴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一）学生弹奏技巧应用能力不足

钢琴弹奏技巧是高校钢琴教学的重要内容，学生只有掌握基

础的弹奏技巧，才能结合不同乐曲的表达内容，进行即兴伴奏的

发挥。想要让学生拥有较高的记性弹奏能力，可以说钢琴弹奏技

巧是基石，基础知识的掌握才能为后续记性弹奏做支撑，如果基

础性的弹奏技巧都不熟练的话，即兴伴奏就如空中楼阁。当前高

校钢琴教学课堂上一些学生尽管具备了良好的钢琴弹奏技巧，但

在实际的应用中并没有很高的即兴伴奏能力，究其根本会发现学

生为了掌握钢琴弹奏技巧，一般会采取机械的训练方式，这样的

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学生的钢琴弹奏技巧的掌握，但这样

的学习下学生对钢琴弹奏技巧的理解不透彻，一旦需要基于音乐

作品进行弹奏技巧的应用时，学生缺乏对音乐理论知识、编配能力、

即兴伴奏的整合的能力。

（二）学生音乐素养不达标

在进行钢琴即兴伴奏的过程中，对于演奏者有一定的音乐素

养要求。想要有较高的即兴伴奏效果，需要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

中既要精准掌握钢琴和声功能、声部走向等专业知识，还需要对

知识有深层次的理解，在即兴伴奏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认知才能

实现有效的即兴伴奏，但当前的高校钢琴教学中，会发现学生的

音乐素养不达标，学生在只依托课堂教学难以积累丰厚的音乐素

养知识，通过调查发现多数的学生课后较少地阅读钢琴专业相关

书籍，学生在音乐知识的储备上不足，音乐素养不达标就难以实

现更高层次能力的培养。

（三）学生音乐表现能力欠缺

当前的高校钢琴教学中，一些教师为了让学生能快速地通过

钢琴等级考试，教学中更关注的是学生的钢琴弹奏能力训练，教

学课堂很少涉及音乐作品情感理解的教学工作，这会制约学生的

情感理解能力提升，学生在音乐作品情感理解上存在问题，进行

作品弹奏的时候也不能很好地传递作品想要表达的情感，就使得

学生的钢琴即兴伴奏表现力不足。就像不同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

“一千个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乐作品的呈现也需

要演奏者对音乐作品有深入的理解，精准把握乐曲想要传递的情

感才能在演奏中精准地呈现出音乐的生命力。在对音乐作品进行

即兴的钢琴伴奏时，对音乐作品的充分了解是前提条件，只有演

奏者充分把握了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才能让作品在演奏中

展现音乐的生命力。当前高校钢琴教学中明显不重视学生的音乐

表现力培养，这会影响到学生钢琴即兴伴奏的水平。

二、即兴伴奏在高校钢琴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践行

（一）合理规划课程，注重伴奏训练

学生的即兴伴奏能力培养，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要知道钢琴

即兴伴奏是基于音乐作品开展的音乐表演，即兴伴奏属于艺术的

表达，通过钢琴即兴伴奏让听众感受到音乐艺术的魅力。基于钢

琴即兴伴奏的特殊性，在高校钢琴即兴伴奏教学中，教师要从理

论知识能力、反应能力、创编能力、音乐作品理解等方面做好模

块化的教学，确保在合理的课程规划中有效提升学生的钢琴演奏

技巧应用能力、音乐情感表达能力等方面的提升。特别是当前的

高校钢琴教学中学生存在的问题较多，做好课程合理规划确保教

学的有效性，才能让学生在有效的伴奏训练中形成较高的即兴伴

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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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差异化教学目标，提升学生学习能动性

学生学习兴趣是教学效果的有效保证，学生被动的学习和主

动的学习有明显的差异，学生主动学习中更愿意探索知识，且对

所学内容的理解也会更深刻，对于高校钢琴教学而言，重视学生

的兴趣激活，确保学生在钢琴学习中的能动性，才能让学生掌握

基础音乐理论知识、钢琴演奏技巧的基础上，不断地优化和提升

自身的演奏技巧，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钢琴即兴伴奏水平。

学生之间的基础是存在差异性的，也就是说高校钢琴即兴伴奏的

教学中，教师要提前做好学情的调研，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制定

差异化的教学目标，对于学生不同的问题做好精准引导，才能让

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钢琴即兴伴奏的趣味性。学生在兴趣的驱动

下更愿意深入到即兴伴奏的学习中来。比如基础好的学生可以给

他们设置更高难度的学习任务，基础差一些的学生更侧重他们基

础知识的强化，确保兼顾不同学生的学情让教学更有针对性，如

此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不断深入到钢琴学习中来。

（三）理论实践相结合

钢琴即兴伴奏能力的训练需要有大量的练习，也就是说教学

中需要把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相融合，确保为学生构建“学中练，

练中学”的学习闭环。理实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有效落实了当下

教育中一直提倡的生本教育，更重要的是践行了陶行知先生知行

合一的教育思想，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能获得丰富的知识储

备，还能在训练中不断强化学生的理论知识内化，帮助学生形成

较高水平的即兴伴奏技能。在推进理实结合的教学模式下，教师

先要确保学生充分掌握课堂所教的理论知识，定期地组织学生进

行即兴伴奏训练活动，以多元化的活动引导学生参与到即兴伴奏

的实操中，以此强化学生的技巧表达和理论知识的掌握。在实践

活动中教师还能及时地发现学生演奏中存在的问题，教师给予针

对性的指导能更快地提升学生的创编能力和即兴伴奏能力。

（四）丰富和创新教学形式

当前的高校教学也在不断探索新的教学形式，当前利用信息

技术打造线下线上的混合教学模式，已经成为了大趋势。在高校

钢琴教学中，教师也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混合教学模式的尝试，

在课堂上完成教学工作之后，为学生布置实践作业，让学生在课

余时间进行实践操作过程中对实操的过程进行录制，并上传到云

端让教师进行点评，既能打破课堂教学的限制，还给学生提供了

更多元化的实践机会。促进了学生的钢琴即兴伴奏能力的提升。

另外，教师要重视回课的教学效果，为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在

回课中还可以创设必要的仪式，带给学生不一样的学习体验。教

师要鼓励学生多尝试，不能只停留在声乐独唱的钢琴即兴伴奏上。

在教学课堂上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结合小合唱、器乐、音乐剧等

形式进行钢琴即兴伴奏的学习。回课的形式更注重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设置报幕、致谢、鼓掌等环节让学生有置身于音乐会的感受，

这样学生才进行即兴伴奏训练的时候也能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确保教学效果，让学生在有效的课堂学习中强化钢琴即兴伴奏能

力。

（五）利用慕课等优质网络教育资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把信息技术应用到教育事业

中已经成为了当下发展的趋势，在高校中利用慕课等优质网络教

育资源不仅能丰富教学内容，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平台给学生提供

了自主探索的平台，学生借助互联网平台能获得丰富的教学资源，

这对于开拓学生的眼界有积极意义。但高校学生的三观还在不断

发展，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为了充分发挥网络教育资源的优势，

教师应做好把关工作，对教学资源做好筛选，引导学生针对性地

学习，让学生借助慕课等平台在课余时间多听、多看、多学、多练，

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既能丰富知识体系，还能在慕课平台的学习

中强化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三、结语

简言之，在高校钢琴教学中，即兴伴奏能力的培养是重要内容，

但在培养理想的即兴伴奏能力时仍然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需要

高校的音乐教师基于当前的现状，做好钢琴教学的调整和优化，

在教学课堂引入即兴伴奏教学，关注学生的音乐理解能力、演奏

表现力等能力的训练和强化，才能确保学生在不断学习中具备较

高的钢琴演奏水平。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应基于学生的实际学情做

好教学的针对性设置，激活学生的兴趣，真正让学生的能力在钢

琴教学课堂生发，推进新时代教育要求，培养高质量的音乐专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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