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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伴奏在舞蹈教学中作用的研究 
曾小莺 

（海口经济学院  570000） 

摘要：舞蹈伴奏是艺术与音乐的桥梁,它不仅具有丰富多彩、多变灵活等特点,而且还具备了独特鲜明而又强烈地表现形式。在舞

蹈教学中运用钢琴伴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果。本文从艺术学及心理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如何将钢琴作为辅助手段来进行

声乐课的设计以及教学方法上探讨其在课堂当中所起到作用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音乐与美术课程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舞蹈与音乐教学的结合,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更多、更加全面地声乐技巧,而且还能提高教师自身素质与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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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舞蹈教学是一门艺术与音乐的综合,它不仅仅只是在课堂

上进行学习,而是要通过肢体和声音、语言来表现人内心世界。随着

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而逐渐丰富起来的同时人们对精神生活也

有了更高层次追求。因此为了满足不同阶层人群对于精神文化需求

就必须运用多种形式手段将学生带入到一个充满活力又能激发出

舞蹈艺术感染力的环境中去,从而达到培养他们审美意识与创造美

的目的同时,舞蹈伴奏也是一门艺术教学,它不仅在课堂上进行音

乐、美术的学习和创作还可以让学生们有更多接触与了解去感受音

乐所表达出来的情感。 

一、关于钢琴伴奏的重要性,与学校舞蹈课程的发展现状 

(一)钢琴伴奏的意义 

跳舞和钢琴伴奏就像是鱼与水一般,如果缺少钢琴伴奏,音乐就

会缺少任何活力,如果缺少跳舞,钢琴伴奏就会略显空旷,唯有将二者

融合到一块才能够如鱼得水,向我们更真实的表现出作品的内容。由

于弹琴伴随是舞曲的基本旋律,所以音乐在编曲的时候通常都会根

据钢琴伴奏的旋律点编曲,尽管弹琴伴随的曲风和我国民族的传统

舞曲在风格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区别,不过有些异国风格较弱的乐曲

还是能够运用在一些舞曲中的,目前网站上已经有了《我国舞基本功

练习弹琴伴随曲选》能够让我们学习。借助钢琴伴奏,舞者就能够闻

歌跳起舞,把心中的情感借助音乐引爆起来,在学校舞蹈课程中,钢琴

伴奏也能够让学习者找到音乐节拍点,所谓一理通百理,在学习者掌

握了钢琴伴奏节拍点,之后再学习跳舞时也会比较轻松,能够有效提

升教学效果[1]。 

(二)高校舞蹈教学现状 

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的生存条件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不

少人都在寻求精神上的享乐,舞蹈已变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组成

部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对舞蹈艺术教学并没有重视,而填鸭

式教育也被大量运用在了舞蹈艺术教育之中,许多院校对舞蹈的培

养往往单纯地只看其动作,使得他们过于注重动作的一致性,而忽视

了舞蹈的实质。由于舞蹈是表现情感的艺术形式,而单纯的舞蹈形式

是远远不能够形成舞蹈大家精神的,同时学校在舞蹈课程中关于伴

奏的选取也较为随意,舞蹈老师往往会发挥伴奏的功能,引导孩子们

舞蹈,使得孩子们忽视了舞蹈伴奏的意义,在实际的舞蹈表现中也很

难发现旋律特点,不能把情感透过舞蹈形式表现出来[2]。 

二、钢琴伴奏在舞蹈教学中的意义 

(一)营造学习氛围 

很多院校在开展舞蹈课程中没有良好的教学气氛,其学习效果

非常低。学舞要求他们的热情,只有他们认真地把自己融入到舞蹈学

习当中,才能够真切实感受到舞蹈的精髓。在钢琴伴奏下的学习也能

够给他们提供愉快的舞蹈学习环境,因为钢琴伴奏形式相当丰富,在

古代打败仗前必先吹动号角以激励斗志,这点用在舞蹈教学上也是

这样,学员们在钢琴伴奏中学习就可以释放精力,并专注在舞蹈教学

之中,从而有效地提升了舞蹈教学水平。 

舞蹈教学应当是富于活力和激情的。钢琴伴奏可以使学生沉浸

在音乐之中,理解音乐的内在意蕴,进而形成赋予舞蹈风格。所以利

用钢琴伴奏可以打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摆脱枯燥的教学模式,特别是

舞蹈基础的教学当中,以芭蕾舞教学为例,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就是将

形体训练和舞蹈动作柔和在一起,反复训练某一个动作,并以教师的

命令为准。这个方法没有说不好,只是要使孩子把舞蹈与声音充分的

融合起来,才能产生自己的审美和听觉美感,表现声音中的美则更加

难,如果老师作为钢琴伴奏,孩子随着伴奏的音乐和旋律来练习动作

和身体,必可达到事零点五功倍的作用,同时也可让他们在快乐的气

氛中完成学业[3]。 

(二)增加舞蹈节奏 

跳舞的初期跳舞只是肢体音乐动作,更深一层面则是在思想感

情上的表现,冰冷的舞姿往往无法让人体会到其含义。所以,舞者们

常常需要借助钢琴伴奏给其跳舞营造一种气氛,让舞者动态的表达

得更加灵活。学习中古筝是世界音乐之王,其所发出的声响更加纯

净、透亮,也可以熏陶学习者的情操,而学习者经过长时间地在古筝

伴随下的练习必然也可以培养自身气质,更易于把情感和舞姿融合

一起,和古筝所伴随的旋律也更为配合。跳舞实际上也是利用具有节

奏感的肢体动作来传达情意,节奏性非常重要,因为学习弹琴的时候

音色非常明显,而且节奏感也非常强烈,学员在练习跳舞的步骤中根

据聆听钢琴伴奏能够很迅速地找出跳舞节拍点,也因此学生在学中

国舞蹈时候可以讲习将弹琴的旋律调的比较细腻、轻松,让学员迅速

地加入到跳舞情境之中,在钢琴伴奏的引导下迅速把握跳舞的节拍

点,让学员可以更轻松地完成跳舞练习[4]。 

音乐用美妙的韵律变化来表现美,传达其内在含义,同时给人思

考与启发,而钢琴为世界音乐之王,因为它音质完美,和音织体丰富,

所以有着丰富多彩的韵律变化,长时间听钢琴伴奏于学生而言,能够

养成音乐感知能力以及对节奏的把控程度。很多音乐培训学校的钢

琴伴奏,学生在听的过程中,一旦养成节奏感,就会跟着伴奏走,形成

条件反射,并在后续的过程中逐步开始对音乐的内在意蕴以及审美

需求展开追求,进而使学生从感性认知上升到更加深刻的理性认知

和创作表演之中。对于学习舞蹈的学生而言,十分有助于音乐艺术修

养的养成。 

(三)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芭蕾舞专业的学员必须系统地掌握声乐,学芭蕾舞必须有相应

的声乐素养。在钢琴伴奏中练习跳舞可以增强学生对歌曲的感知力,

感受钢琴伴奏的旋律,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跳舞和歌曲是分不开的,

所以学生在乐器上的认识提高对于掌握跳舞具有意义,因为许多学

生在掌握跳舞动作后无法跟上伴奏的旋律,不能够把跳舞和歌曲紧

密结合一起,影响跳舞表演,实际上跳舞也和唱歌一样,跟不上伴奏的

旋律也会使个跳舞变得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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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过程中,用乐曲启发学生,音乐带动学生情感,而钢琴伴奏特

别是优秀作品对学生情感的感染力量也是强大的,学生们借助对伴

奏音乐的了解,就可以很快地掌握乐曲中的情感基调。进而快速调节

状态进入歌曲意境状态,以便更好地掌握舞蹈所要表达的气氛,并用

形体语言将其形象化。舞蹈也是很有感情的艺术,把个人思想与感情

融合在形体语言之中,更富有艺术感染力,而情感的激发就需要音乐

的带动。节奏、和声以及旋律是音乐表达人内心感情的关键要素,

舞蹈则跟随节奏用形体语言来表达情感,体现音乐的内在意蕴,最终

要带给观众完美的视听享受。从情感的角度来说,钢琴伴奏,要把音

乐的情感内蕴发挥出来,进而使舞蹈充满感情色彩,并渲染和深化,使

舞蹈更加感人。 

(四)赋予舞蹈韵律、节奏和风格 

以目前舞蹈教学的现状看,学生实际上是对节拍的掌控,而不是

对韵律、节奏的把控,甚至还有对节拍轻重关系都不是很理解的。表

现在舞蹈表演上,表演者举个手像是在抓空气,一投足像是踩在海绵

上,重心不稳,力度不强,没有鲜明的风格,更多只是简单的模仿形似

而神不似。节奏在音乐中是一种声音长短、速度、力度的组合,而且

遵循一定的规律,并且在节奏框架下,灵活地组织元素来表达人的心

理、情感。优秀的舞蹈演员,其每一个动作的衔接都带有内在节奏感。

有内在节奏感的钢琴伴奏,并将其融入到学生的舞蹈之中,才能使舞

蹈具有骨骼,使舞蹈动作连贯赋予韵律感、力量感等等,从而使舞蹈

具有一定的风格。但是学生们对于节奏感的把握并不佳,因为舞者行

动中缺乏的感觉,而行动间的连贯又不够自然,比如说在有些步伐太

缓慢的时候,或者舞步的过渡又不够顺畅,缺乏了艺术效果,实质上也

可以说是旋律性的不足,但是良好的钢琴伴奏可以赋予舞蹈演员们

一个良好的旋律性,让学生的舞蹈演奏随着钢琴的韵律,并用心感受

其所蕴涵的内心情感,从而自觉的将其融合在了舞步当中,才能使舞

蹈具备艺术性。不同的舞蹈类型有不同的风格,教学中不难发现,教

师教得认真,学生刻苦在学,但是舞蹈表演中总是似是而非,把握不到

舞蹈风格的要领。如果钢琴伴奏得恰到好处,正确的引导了学生的形

体语言,那对他们来说就非常容易把握住舞风,例如蒙古舞,表达了蒙

古族宽广豪爽的情感和苍凉的,所以蒙古舞就是豪迈苍凉的,而如果

钢琴伴奏者可以用宽广悠远、高亢的嘹亮音调将蒙族长调地表现出

来,以展示蒙古草原的景物、人情,那么舞者在其中经过细细品味,就

一定可以正确的掌握舞风。 

三、教学建议 

综合上述内容来看,音乐和舞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教学中选取

恰当的钢琴伴奏对于舞蹈教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其对教师

的要求很高,下文则结合具体的做法,提出一些建议。 

(一)伴奏技法的选择 

俄罗斯民间代表性舞蹈是性格舞中的一部分,是芭蕾舞中的一

种类型,著名舞蹈作品如《天鹅湖》《睡美人》等。这些舞蹈热烈奔

放,开朗活泼,音乐内容风趣诙谐,曲调明快,结构方整。从这些特点看,

钢琴伴奏应考虑:旋律方面,大部分俄罗斯音乐中均包含舞曲音调或

是抒情歌唱性。钢琴伴奏中,右手高音部分必须保持连续稳定的长音,

而左手中低声部分则必须呈现圆润浑厚的声音,这样才能更加容易

地抓住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节拍。而和声方面,从舞曲特性考虑,应多

以二度至四五级的复合或叠置复调化建立和声,也必须考虑俄罗斯

民族的性格特征,而左手多用快速复调化进行衔接,与迅速的切分节

拍或和弦交互运用,以烘托舞曲氛围。而韵律方面,也必须考虑俄罗

斯民族的音乐特点,在钢琴伴奏音上应选用自然、平稳、悠扬的韵律,

而不要受到小节线和强拍的影响,又或是选用强调重音、雄浑有力的

韵律。就我国少数民族舞蹈教学而言,在舞蹈课程当中较为普遍的有

汉族、藏族、维族、蒙古族等民间舞蹈,而各个民族的舞蹈音乐也各

具特色。在民族舞教学当中古筝伴奏音的选择也非常关键,就韵律方

面来说,如维族歌曲旋律的最大特点就是鲜明的切分韵律,所以在古

筝伴奏音时左手的节拍织体应仿照维族手鼓,并搭配右手节拍,以表

现出维族歌曲的风格,从而促使舞曲学习者跟随着乐曲表现维族舞

曲的韵律。而不管国内或者海外的民族舞者,跳舞表情呼吸都是课程

当中的重要教学内容,表情呼吸不到位,民间舞就会失其艺术性,动作

就会没有表现力。那么钢琴伴奏就绪配以"呼吸",以暗示学生。比如

练习蒙古族舞蹈《柔臂组合》,在柔臂练习时必须深呼吸,为后续双

臂的表演作好预备,而此时钢琴伴奏者也必须配以明显的气口,并演

奏清晰正拍,以自觉的方式把握乐曲中第一节拍的出现时机,并保持

沉稳的步伐与韵律的内在张力。在呼气中,弹奏圆润的声音,引起观

众情感遐想,并使舞蹈动作更具有丰厚的情感内涵含义。 

(二)钢琴伴奏教师应具备的能力 

首先,钢琴演奏能力。相比独唱,钢琴伴奏是一种更为精致的技

巧。伴奏教师应熟练掌握钢琴伴奏的技巧,包括触键方法、踏板运用

方法、伴奏作品整体处理等,同时要能够灵活地运用,这是保证伴奏

效果的基础。他不但要锻炼手指、力量和速度,而且还要多方面的培

养学生综合弹奏技能,因此需要老师更加重视钢琴声音质量,以满足

学生音质、音量上的要求,并提高音乐伴奏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

其次,掌握音乐形式的技巧。钢琴伴奏实质上是一种实践行为,反映

了美学观念的逻辑思维。伴奏者既要掌握演奏技术,又要具备掌握音

乐形象的能力,音乐是一种美的艺术,其内在意蕴需要伴奏者积极探

寻,并在伴奏过程中扩展美的范畴,同舞蹈者一起,共同塑造符合音乐

内在意蕴的艺术形象。音乐用旋律、节奏、和声等组合出各种意境,

或是渲染某种氛围,同时抒发情感,在此基础上形成艺术形象。钢琴

伴奏是教师的再创作,应融入教师的内在情感因素,把握住音乐形象,

并用伴奏表现出来,进而引领学生情绪,使舞蹈教学更具效果。第三,

理解作品的能力。要求教师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文化素养,只有这

样才能比较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本质和内涵,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编

排出与表演内容相适应的节奏、韵律。应深入研究舞蹈、音乐等艺

术形式的表现手法、特点等等,进而全面地理解作品的意境以及情感,

更好地发挥钢琴伴奏在舞蹈教学中的作用。 

总结：在优美的钢琴伴奏中练习舞蹈可以培养学习者的艺术素

质,迅速的融入音乐环境,提高素质。在当代,学琴已变成了许多舞剧

的伴随音乐,比如芭蕾舞、古典舞、蒙古舞等等,虽然学琴也相当流

行,但是学琴饭还是需要在舞蹈教学中进行恰当的运用,老师们可以

利用钢琴伴奏来创设良好的舞蹈教学环境,而学习者们也可以利用

钢琴伴奏来提升乐感,把思想与情感融合在舞姿之中,从而增强了舞

姿表现力。舞蹈教育和钢琴伴奏相得益彰,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舞蹈

学习效果,从而减轻了学习者的精神压力,也可以在舞蹈教育中进行

更广泛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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