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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艺术体操运动员音乐节奏感的培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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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艺术体操一直以来都是结合音乐共同发展，通过与音乐的结合，能让艺术体操的艺术性以及艺术体操给人的观感

效果更佳。在艺术体操表演过程中选择能够满足本次艺术体操表演需求的音乐尤为重要。本文对新时期艺术体操运动员音

乐节奏感的培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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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奏感于艺术体操中的表现特征

节奏感属于艺术体操运动员掌控音乐的精神指引，可

帮助运动员与音乐本身进行响应。针对运动员进行节奏感培

养属于艺术体操项目中的重要板块，通过培养可促使运动员

掌握音乐本身的韵律，继而调动自身做出动作与音乐进行匹

配。艺术体操所搭配的音乐往往仅有数分钟便可结束，由此

导致艺术体操的节奏特点往往独具一格，一般而言即音乐节

奏明朗、连贯快速、变化多样。但是事情往往不存有绝对

化，缓慢的节奏也必不可缺，缓慢节奏主要营造柔和、节奏

起伏不明显的氛围，因此适合艺术体操运动员施展幅度大且

柔和的动作，动作连贯，抒情意味较为浓厚，适合采用球和

带的形式进行展现。至于音乐短小节奏强劲的音乐，因此便

适合施展大跳、转体等技巧性动作。经典节奏比如 4 个十六

分音符的连续使用，往往可营造出切换有力、包含青春激情

的氛围，因此适合通过绳、圈、棒的形式进行呈现。不同的

音乐需对应特征不一的艺术体操运动员，以此于“形”的层

面实现对音乐节奏的深入契合。相对而言，形体特征小巧、

柔韧性突出的艺术体操运动员，因动作幅度相对较小，动作

完成时间于先天层面具有略微优势，由此匹配音乐节奏切换

明显、有力的背景音乐，则更为适合形体小巧远动员的水平

发挥。至于形体特征较为修长的艺术体操运动员，辅之节奏

缓慢、起伏平稳的音乐则更为合适。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的

音乐节奏，不同性格特征的远动员将产生不用程度的适应反

应。因此，力量型、活泼型的艺术体操运动员可以选择节奏

有力、变化突出的音乐节奏，至于平和性特征的艺术体操运

动员则需要匹配绵长、委婉的音乐节奏进行搭配 [1]。

二、艺术体操运动员音乐节奏感培养策略

1. 教练员应当树立培养运动员艺术体操节奏感的意识

教练员直接影响到了艺术体操运动员学习的效果，他

们一直以来都是艺术体操运动员学习的指导者、引导者，教

练员自身的思想意识以及对音乐节奏感的认知影响到了学

生在学习时的学习效果。作为教练员需要重视音乐节奏感的

学习，并且在艺术体操运动员初学阶段就逐步培养其音乐节

奏感的意识，使得其能够了解到音乐节奏感对于个人而言的

重要性。只有教练员自身足够重视节奏感的培养，才能提高

所有运动员对节奏感的认知。除此之外，教练员自身对节奏

感的了解程度也影响到了艺术体操运动员的学习效果，教练

员需要通过相关的培训来，提高自己对音乐节奏感的了解，

不断拓宽视野，认知不同的艺术体操，在选择音乐时，应选

择怎样的音乐才能够让节奏与音乐相融合，提高运动员的整

体表现效果。通过逐步转变教学的体系以及教学内容，培养

艺术体操运动员的音乐节奏感，帮助他们逐步认知艺术体操

教学中音乐节奏感的重要意义，让更多的运动员在日常的练

习中将音乐节奏感作为自己练习中的一部分。运动员在训练

的过程中，既把握住音乐的节奏，将动作配合教学，也需要

重视运动员在做动作时是否做到了规范性，是否将音乐与运

动相融合，做好节奏本身的协调。在运动员进行运动的过程

中，需要加上一定的音乐伴奏，促使运动员能够在长久的训

练中形成一个肌肉记忆，让艺术运动员在实际体操动作表演

时，或者是在比赛时，可以直接将该动作与音乐相关联，这

种方式能够帮助运动员了解音乐的节奏，进而达到最佳的表

演效果。所有教练员在进行艺术体操教学之前，首先应让运

动员了解本套体操的伴奏音乐是什么，对音乐进行熟悉后才

能够学习后续的动作，确保音乐与动作始终具有关联性，使

得运动员对于音乐节奏的记忆、动作记忆拥有一个全面的记

忆曲线，提高其最终的表演水平。

2. 变换曲风，全面培养学生节奏感

教练员在对艺术体操运动员进行培养时，应该培养其

对体操内容的节奏感了解，尽可能地选择不同的节奏风格搭

配不同的运动，培养运动员本身的节奏感，这种方式有利

于运动员掌握不同音乐所具有的节奏感，如果使用固定的音

乐，很多运动员会有会形成一种下意识的节奏感，但这种节

奏感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到了音乐，而是对音乐有着假象的记

忆肌肉意识。这种意识方式无法提高运动员对于音乐的了解

程度，需要便不断变换音乐的节奏，比如说，选择更慢或者

更快的音乐节奏，这种动作假象就会消失，而运动员也就能

够认知到自己对音乐节奏的把握仍旧不足，通过大量的音

乐练习，能够让运动员真正的感知到音乐节奏应如何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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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动员在实际运动时，已经习惯了利用小提琴或者是钢

琴曲等一系列轻音乐进行训练，那么教练员则需要定期的去

更换其音乐的方式，比如说利用节奏相对较快的音乐，摇滚

乐、打击乐等风格来帮助运动员改变自己在运动过程中对音

乐节奏的认知，帮助运动员拓宽音乐节奏的培养。在进行音

乐节奏培养时，不仅仅要依靠单纯的节奏培养，还需要对音

乐进行深入理解，让运动员能够在听到一首新的音乐时，在

短时间内掌握音乐的节奏 [2]。

作为培养者需要了解到音乐的相关知识，并且传授运

动员这方面的知识，激发运动员在实际运动的过程中，能够

认知到音乐与艺术体操之间的关系是不可以被忽视的，两者

之间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从浅层层面

上来讲，艺术体操运动员需要掌握音乐所产生的背景以及音

乐的历史、情感等全部发展内容。为此，当前在开展艺术体

操训练时，应帮助运动员开展良好的自主交流，这种方式能

够让运动员更好地了解到音乐本身所具有的情感表达，突破

运动员在将动作与音乐结合时，难以了解到该动作为什么与

音乐相融合的问题。很多运动员自身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无

法掌握住所有事情，艺术体操运动员在进行自主交流时，他

们能够根据自身在学习音乐时的实际学习情况，与其他人进

行沟通交流，了解到自身在学习时，有哪些问题，而在音乐

的选择以及音乐的认知上又存在哪些认知上的错误。让他们

通过相互促进、相互了解的方式来实现对于音乐节奏的良好

掌握，使得越来越多的艺术体操运动员，通过音乐提高自己

的运动效果，并且提高所有艺术体操运动员对于音乐的掌控

能力以及对于音乐的了解能力。而对于一些本身音乐节奏感

并不算强的运动员而言，通过相互讨论的宽松氛围，能够帮

助其树立一个良好的音乐习惯，并且让他更愿意主动的与其

他人进行沟通。通过其他人的帮助同样可以提高运动员对于

音乐的了解效果，并且加大运动员对音乐的兴趣感知。

3. 促优审美层次

对新时期下，作为教练员应该了解到有越来越多的年

轻艺术运动员参与到体操艺术这一活动中，而在新时期下社

会文化的多样性也越来越突出，音乐层面的表现也同样与以

往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作为教练员不能够仍旧按照传统的

音乐条件以及音乐层面进行分析，需要了解到当下的全新音

乐文化以及音乐方式，对音乐的节奏进行培养，帮助年轻的

艺术体操运动员能掌握住更新的音乐。利用这些音乐制定全

新的培养措施，提高其培养的效果，也能让年轻的运动员与

教练员之间的沟通效果更佳。通过定性的引导能够让运动员

在学习这些音乐内容时，其学习的方向满足我国艺术体操教

学的实际需求，同时也能不断的帮助运动员提升自身的审美

能力。其直接关系到了艺术体操运动员在后续进行艺术体操

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效果，通过节奏的意识，可以让艺术体操

运动员在运动时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台阶，并且其学习层次也

会逐步得到提高。利用艺术体操来促进音乐节奏的认知，逐

步迈入到全新的台阶。在学习过程中对，运动员对音乐的知

识、音乐的内涵进行累积，提高表演的整体效果。

4. 夯实乐理知识基础

熟悉一件事物，不光需要知道表面线索更需掌握深层

内核。一段音乐播放，要想对其深入掌握，乐理知识的了解

不可缺，假如未针对乐理知识进行积累，那么音乐节奏感

的最终大门仍有待推开。通过音乐节奏想触摸一段音乐的思

想，继而匹配相应的艺术动作，那么我们便需要明晰，一段

音乐仅根据孤立的音、和弦或多个彼此间联系不强的音，那

么将难以进行真正的表达。音域、音宽、大调、小调等名词

的含义对于理解音乐的深层次内核至关重要。艺术体操运动

员通过系统学习，深层次内化于心，于自身搭建乐理体系，

那么面对适合自身形体特征、性格色彩的音乐，大脑将对节

奏的掌握以及解析将更加明朗，甚至日常积累的乐理知识将

帮助大脑于无意识层面略微控制身体，使之更为契合音乐细

节节奏变化，将音乐情感变化通过动作幅度及微调进行圆满

呈现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艺术体操运动员将音乐与艺术体操相

融合时，应逐步提升自身的节奏感，夯实音乐的乐理基础，

开展针对性的培养活动，拓宽自身知识的维度，促进层次的

优美，使得艺术体操运动员能更深层次的了解音乐，对音乐

所想要表达的精神诉求有着准确的理解，结合自身的动作进

而形成一个完美的作品。既取得良好的竞技成绩，也能够带

给人们独一无二的欣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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