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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音乐与体育的融合
范佳琳

( 商丘学院艺术学院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　要】远古时期，人类通过劳动发明了一系列的乐器，开启了人类智慧的大门。而后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与演变，

乐器的沿革推动了器乐的诞生，与此同时，多种体育运动的诞生与发展也促进了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传播。而后，

音乐与体育成为了两个独立的学科，且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通过梳理音乐与体育的关系，从而挖掘两者之

间的共同属性，并试图通过多种体育项目的形式探讨两者之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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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体育作为两个独立的学科，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

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个是在精神层面带给人美好的体验，

另一个则是在生理层面给予人健康与力量。音乐与体育都是

人类精神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是以两个学科而独立

存在，但自古以来，两者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音乐与体育的关系

体育给予人的是一种充分展现力量美的视觉盛宴，而音

乐则是一种直击心灵的听觉艺术。两者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

同，但都凝结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智慧与经验。在

远古时期，就出现了音乐与体育相结合的形式：例如人们通

过狩猎，按照弓箭的形制发明了“弓形竖琴”；又如“乐舞”，

将体育中的动作进行美化并与音乐相结合，成为了贯穿于人

类发展过程的重要精神产物。随着体育的不断发展，音乐也

在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体育舞蹈、艺术体操、花样游

泳等，都体现了音乐与体育相结合的重要性。

归根结底，音乐与体育之所以拥有着紧密的关系，是因

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属性，而这些共同属性不仅将音

乐与体育这两门学科相连接，更是促进了两者的协同发展。

2 音乐与体育的共同属性

音乐与体育，一个是听觉艺术，另一个是视觉盛宴。看

似是两个毫无关联的独立学科，但其实却拥有着共同的属性。

这些属性作为媒介将两者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为其协同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1 节奏与节拍

节奏，无关乎音的高低，它是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之一，

也是音乐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若相同时值的强拍与弱拍有

规律的循环出现，就称之为节拍。如果一首乐曲没有了节奏

与节拍，那就失去了灵魂。在体育运动中，节奏与节拍同样

是重要的元素。径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需要有自己的运动

节奏，保持相同的运动频率，可以使运动员打破生理极点，

利用惯性的原理保持运动状态。因此，对于径赛运动员来说，

节奏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径赛运动与音乐有着共同的节奏、

节拍属性，在球类运动中，节奏与节拍属性同样具有重要的

作用。网球运动看似与音乐毫无关系，但击球点与落球点就

形成了音乐中的附点节奏。击球之后，球体呈抛物线型运动，

在音乐中形成了“渐快 - 渐慢 - 渐快”的运动轨迹。当球体

到达落点后迅速弹起，宛如音乐中短促而有力的跳音，与击

球点形成了“长 + 短”的附点节奏型。由此可见，节奏与节

拍无论在音乐中还是体育运动中，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2.2 力度与速度

响亮与轻柔，或称力度 1；音乐进行的快慢叫做速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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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第 1版，第 22 页。

2　 《音乐理论基础》，李重光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69页。

在音乐中，力度与速度可以表现情景与表达情感，在作曲家

的情感要求上，表演者的二度创作要尽量恰当与适度；而在

体育运动中，有些是力度与速度的较量，有些则需要恰到好

处的控制。例如短距离运动，就需要展现最强的爆发力与最

快的速度。体育中的力度与速度展现的较为直观，通过视觉

可直接感受力度与速度的变化。而音乐作为听觉艺术，其力

度与速度的展现也需有肢体的加持。看似音乐与体育毫无关

联，但在音乐表演中，肌肉的运动则是对力度与速度最完美

的控制与展现。又如球类运动，需要根据距离适当地调整力

度与速度，从而达到对球类更好地控制。由此可见，力度与

速度亦是音乐与体育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需根据不同

的需要，进行合理的控制。

虽然音乐与体育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千差万别，但也拥有

着不谋而合的共同属性。这些属性不仅将音乐与体育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也使得音乐在体育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音乐与体育这两个学科都拥有独特的魅力，而两者的融

合更是受到世人广泛关注与青睐，也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一

席之地。

3 音乐与体育的融合

随着人们对丰富的精神世界的追求，不再满足于视觉或

听觉的单一表现，这也促使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音乐与体

育的融合也成为了人们青睐已久的表现形式，使得音乐在体

育运动中发挥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作用。就体育运动本身而言，

音乐在其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根据体育项目的不同，音

乐的作用也各有不同。

3.1 音乐与体育“势均力敌”

我国艺术体操“五球”项目的经典作品——《敦煌飞天》，

将我国传统的“飞天”动作生动展现，并以琵琶曲《飞天乐

舞》作为背景音乐，使得音乐与表演主题相得益彰。敦煌文

化在我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敦煌壁画中，琵琶作为其最

经典的乐器之一，而“飞天”也是其重要的形象代表之一。

两者的完美结合，将敦煌文化同音乐艺术、精神力量展现地

淋漓尽致。而艺术体操“三圈四棒”项目的代表作品——《天

地英雄》，则是以琵琶曲《天地英雄》和京剧《贵妃醉酒》

作为背景音乐，不仅渲染了舞台气氛，更是展现了我国的民

族风格。琵琶曲《天地英雄》中节奏铿锵、坚定有力，将中

华儿女的英雄气魄完美展现。而京剧作为我国的国粹，其经

典作品《贵妃醉酒》更是体现着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

将两首作品相结合并作为背景音乐，不仅弘扬了我国的民族

文化，更是体现了中华儿女的顽强精神。

除了艺术体操，在花样游泳项目中，音乐也占有者极其

重要的地位。其双人作品——《青蛇》，背景音乐由多张专

辑剪辑而成。该作品共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音乐速度稍快

且节奏感较强，运动员们的动作干净利落、铿锵有力。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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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蛇的形态，与主题完美契合。第二段音乐较为流畅、舒

缓，且有似蛇鸣的“嘶嘶”声。运动员们的动作逐渐舒展，

动作频率减慢。第三段音乐回到原速，运动员们动作非常形

象，力量、速度、狂野、永不言弃，是战胜强敌的致命武器，

也是她们想要表达的主题。由此可见，在这部作品中，音乐

采用 A-B-A 的三部曲式，逻辑清晰、结构完整，符合人们的

审美习惯，给人以舒适的听觉享受。运动员们充分将优美与

力量相结合，刚柔并济，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由此可见，音乐与体育的“势均力敌”，是将音乐与体

育作为同等重要的元素。音乐可以成就体育，体育也可以成

就音乐，两者缺一不可。无论是在艺术体操还是花样游泳中，

体育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有了音乐的配合，使得体育运动不

再是单一的无声表演，而是有视觉、有听觉的精神体验。

3.2 音乐使体育“如虎添翼”

3.2.1 径赛运动

径赛运动是体育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根据其距离

而划分为不同的项目，但无论是哪种距离的径赛运动，运动

员都需要在运动过程中拥有自己的运动节奏。运动员在跑步

过程中，其双腿的交替运动是有规律的，两个落脚点形成了

音乐中均匀的八分音符。起跑后的加速就如音乐中的渐快，

冲刺后的缓冲则如音乐中的渐慢。同理，许多人在进行有氧

运动时会选择 2/4 拍、4/4 拍等节奏感较强的音乐来助力，

音乐中的强弱交替与运动员的节奏一致，则更有利于控制呼

吸、稳定心率，以此增强耐力，提高运动效果。因此，许多

健身爱好者在运动期间会选择欣赏节奏感较强、速度适度的

音乐。不仅可以缓解运动时的疲劳，还能够帮助运动者维持

运动节奏，从而达到更好的运动效果。

3.2.2 划船运动

在我国的传统民歌中，有一种体裁为吼出来的——“劳

动号子”，其中“水上号子”主要运用于捕鱼、水运等场合。

早期的“水上号子”大多为语气词，更加注重节奏，而后由

于气候多变，船工和渔民们为配合这些复杂情况而演唱不同

曲调的号子。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有“赛龙舟”的

习俗，体育项目中的赛艇、皮划艇项目也属划船运动。在划

船运动中有了“水上号子”的助力，不仅能够增加体育运动

的趣味性，更能够使运动员节奏一致，实现力量与速度的最

大化。于此相似的还有拔河比赛等，通过喊口号的形式达到

节奏统一，即是将音乐与体育运动进行完美地结合。

由此可见，音乐可以使体育“如虎添翼”，将音乐作为

次要元素来衬托体育，毋庸置疑是对体育运动起到了重要的

助力作用。在部分体育运动桌，音乐或许不是必要条件，但

有了音乐的加成，无异于是对运动员的生理与心理上起到有

效援助作用。

4 结论

任何学科都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且都不局限于独立的发

展。而音乐与体育作为广受人们关注与喜爱的学科，二者的

融合必将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音乐与体育的融合已经慢慢

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精神与力量支撑。

笔者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文化艺术的碰撞与磨合，

定会产生更多形式新颖、内涵深刻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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