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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操动作与音乐配合问题的初探

吕雯 指导老师：谢陶

[ 摘  要 ] 艺术体操是以舞蹈、音乐为一体的项目，动作与音乐的配合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之一  音乐是艺术体操的灵魂，无音则不成操。它不

仅能激发人的内在情感和表现力，还有助于培养人的韵律感、节奏感和美感，因此，凡从事艺术体操的人们，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运动员，都

必须培养良好的乐感和对音乐的鉴赏能力，只有这样，练习者才能根据音乐的情绪和节奏，充分利用身体各部位的优美动作来表达对音乐的

情感。本文通过对音乐与艺术体操的关系、动作与音乐的旋律、音乐的节奏、音乐的力度、音乐与舞蹈的配合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存

在的问题。并根据艺术体操新规则，器械的特点、运动员的风格、教练员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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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艺术体操新规则的发展，奥运周期的到来，在艺术体操评

分体系中，“背景音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艺术价值主要是由“舞

蹈”和“音乐”两个方面来体现的。

我们一直认为音乐是舞蹈的灵魂，音乐同样也是艺术体操的灵

魂。任何一个动作的艺术性都存在于一种情绪的表现之中，而音乐

的表达恰恰是一种情绪，“音乐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并且用情感的

乐曲声响来环绕精神中原已自觉地表达出来的一些观念”。艺术体操

它借助音乐，结合特有的技术、编排，形成了独特的运动形式，给

人更多美的享受。但是，在动作与音乐的配合上仍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不足。为了使艺术体操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笔者试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艺术体操动作与音乐配合问题的研究。

2．2研究方法 

2．2．1 文献综述法

查阅、收集大量相关资料，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2．2专家访谈法

咨询走访了多位艺术体操专业人士，就有关艺术体操动作与音

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2．2．3逻辑分析法

对相关资料进行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 音乐与艺术体操的关系

音乐是用音响为材料来表达情感的，而艺术体操则是用人体的

动作来构成自己的形体美的，但它们都是博大精深的抒情艺术中绝

不可分割的一对孪生姐妹。因为音乐是艺术体操的灵魂，没有这个

灵魂，艺术体操寸步难行。而艺术体操则是音乐的具体化和形象化，

所以说艺术体操在创作和表现的过程中，是完全离不开音乐的。音

乐在旋律、节奏、力度、音色、结构、气质以及内在的冲力和乐音

运动时对人的情感变化与人体运动的影响等方面，都对艺术体操的

战线有着不可缺少的气势和帮助，特别在节奏问题上，音乐和艺术

体操就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黑格尔的理论告诉我们，感性材

料出现在音乐里，一般只凭它的运动长度而不是它占有的空间形式，

尽管音乐因为声波这种无理运动而占有着空间。音乐艺术从四维到

一维的抛弃空间过程，使主体性（理念）在时间艺术中达到了内容

与形式的统一，从而使音乐成为靠节奏为主要的手段，使音响成为

更有表情因素的直接诉诸心灵的浪漫型艺术，所以我们说节奏是音

乐的骨骼。我们说没有旋律，离开音乐，但只要有节奏节拍，就可

以练习艺术体操了。那么教学中对音乐的运作，把节奏训练放在突

出的位置上，就是很自然了。

3.2 音乐对艺术体操的影响因素

3.2．1 选择的音乐不够符合自身特点

个人项目 45% 的运动员、集体项目 30% 的队在音乐选择上，不

够符合运动员（队）的个性特征、技术水平、风格、年龄等。而编

排的动作上于选用音乐的不当无法达到风格的统一。

如有的运动员年龄、身材娇小，而选择大舞剧中气势磅礴，力

度很强的音乐，与运动员身材、动作幅度与力度均欠缺的动作形成

了较大反差。

表一 集体项目运动员音乐与动作配合效果统计表

类别 风格 节奏 力度

级别 好 中上 中 中下 差 好 中上 中 中下 差 好 中上 中 中下 差

五人棒 0 4 4 1 1 0 3 6 0 1 0 3 3 3 3

三圈四棒 0 2 4 1 1 0 2 5 2 1 0 2 7 0 1

总计 0 6 8 2 2 0 5 11 2 2 0 5 10 3 2

% 0 30 40 10 10 0 25 55 10 10 0 25 50 15 10

从表 1 中可看到 , 集体项目的“动作与音乐配合”虽比个人项

目稍强，但从表中看出两套 20 项次比赛仍无一个队员达到“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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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仅有“23.75% 的队员达到”中上”水平 , 而 50% 左右的队员

只达到中等水平 , 其他 26% 的队员处在中下或差的水平 , 从统计情

况看集体队和个人在“音乐独创”和“舞蹈独创”的加分上是块空

白，具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在动作与音乐旋律、节奏配合上，首先要分清音乐的断落和乐句，

在编排中要注意音乐节奏的变化并与之统一。同时注意保持乐句的

完整性。从比赛中观察到有相当一部分的队、个人不注意上述配合，

经常出现动作跟不上音乐节奏的变化或与音乐节奏配合不准确的现

象。即动作开始在前一乐句的结尾而动作的结束则在下一乐句的开

始，给人极不协调的感觉。

表二 个人项目运动员音乐与动作配合效果统计表

类别 风格 节奏 力度

级别 好 中上 中 中下 差 好 中上 中 中下 差 好 中上 中 中下 差

人数 0 12 32 20 14 0 7 38 22 13 0 13 29 24 14

% 0 15 42 25 18 0 8.7 47.5 27.5 16 0 16.3 36.6 30 17

从表 2中可看到，个人项目中无 1达到“好”的水平，达到“中

上”水平仅 10.9%，40% 的运动员为“中”水平，而“中下”、“差”

的占总人数的 45%。由此可见个人运动员在运作与音乐配合上与规

则所要求的相去甚远。

3.2．2 动作与音乐力度配合不够吻合

动作的力度要与音乐力度相对吻合，要随着音乐的力度变化而

配以相应的动作。音乐力度强时应配以大跳、大舞姿转以及身体大

幅度的动作。而轻柔的乐段应配以柔美的动作，如慢速变姿转、波

浪、柔韧、平衡等类别的动作。欢快的音乐可配以快速的跳跃和舞步。

这样才能体现动作的刚柔相济、变化起伏。

3.2．3 对音乐节奏的多变化利用最为欠缺

以多变的动作来表达同一节奏的音乐是最能体现其编排的精美、

巧妙。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水平与要求距离较大，只有 10% 的运动员

和 18% 的队能达到中上水平。而 55% 的个人和 35% 的集体处于中下

和差的级别。

3.3 动作与音乐配合存在的有关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在“动作与音乐配合”方面与规则要求相去甚

远，水平较低，存在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3.3．1 音乐舞蹈老师缺乏

在“动作与音乐配合”部分，音乐、舞蹈老师应起主导作用。

而目前我国艺术体操界专职的音乐、舞蹈老师可谓凤毛麟角。

表三 专职艺术体操教练员与舞蹈老师比例表

总人数 教练员 % 专职 % 专职 % 其它人员 %

舞蹈老师 音乐老师

49 28 57% 3 6% 3 6% 15 31%

备注：“其它人员”为占用教练、舞蹈老师、音乐老师名额的非

专业人员。

3.3．2 教练员艺术素养欠缺

目前，从事艺术体操教练工作的均是原学艺术体操专业的，均

未能专门学习过音乐、舞蹈科目。只是靠在有限的舞蹈训练中得到

一些乐感和舞蹈意识的培养。这样的学习是无法达到作为艺术体操

教练所需的音乐、舞方面的素养，因此直接影响到编排中艺术水平

的提高。

3．3．3对“动作与音乐配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由于认识不足，而未引起足够重视，直未采取有效措施促其提高。

而在平分中往往很不下心扣除这方面的得分，形成了大家水平低都

不扣分的现象。这与裁判的艺术鉴赏水平不无关，致使这方面水平

徘徊不前

3．4合理选择音乐的途径

3.4.1 音乐素质的培养

艺术体操是一项体育与艺术相结合的运动项目。不仅要求运动

员具有良好的身体技术和器械技术及艺术表现力，更要求运动员、

教练员和裁判员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力和音乐修养。

3.4.2 培养艺术体操运动员音乐与动作的配合

由于艺术是内在感觉和意识状态的问题，所以音乐训练需要较

长时间来逐步完成。因此运动员的早期训练就要开始进行音乐训练，

从易到难，循序渐进。首先由音乐老师讲解简单乐理知识，使运动

员对音乐有初步认识；通过练习唱歌，提高运动员对不同音乐的不同

情感处理；选用不同音乐，让运动员独立对乐曲进行简单分析；观看

艺术体操及有关录象，分析音乐与动作的关系，组织观看舞蹈、戏剧、

听音乐会，提高音乐赏水平。

3.4.3 音乐要更加符合动作的需求

音乐编排可以是节选的或用现成音乐为动作特别改编的。但无

论何种情况音乐必须保持一致性，而不是几个无关联的音乐的组合。

不同音乐主题必须相互关联，并尽可能完美同一。两个音乐主题之

间不能停顿，更不能生硬的连接。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成套音乐的选用对成套动作本身起着直接的影响，音乐选用恰

当与否，对运动员的扬长避短、风格特性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比

赛中对成套动作气氛的渲染以及对裁判和观众情绪调动也有着很重

要的作用。

4．1．2

（下转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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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教材中的知识点为主

要内容，让学生自行、自发的取、去探索新内容，为学生施展各种

才能，提供了锻炼的机会，突破了教学难点，提高了教学质量。

为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从教材内容的实际出发。教材内容不能脱离实际，要

具有讨论价值，答案不能是唯一僵化的，学生都是个体，个体之间

肯定是有差异性的，故得出的结论是多样的，所讨论的内容最好是

开放性较强的

第二，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先了

解自己学生目前的知识水平、在已有的基础上在确定教学体系，对

症下药。

第三，提高素质教师自身，升华人格魅力，作为思政课教师，

涉及范围较广，教师需要知识功底深厚，既要了解经典理论，还需

注意专业领域的新动向，只有使自己成为一个睿智博学的老师，才

能吸引学生走入课堂，才能使学生“亲其师方能信其道”。

第四，根据讨论内容，配合多媒体，达到深入浅出，以精、简

为原则，做到教育与科学的有机统一。

总而言之 , 师傅领进门，修习靠个人，兴趣是一个人学习一门

知识最好的老师，所以老师在教授课程的开始，一定要培养学生对

这门课的学习兴趣，只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充分发挥学

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只要学生感兴趣了，不需要老师督促，

自己就会摸索前行，所谓学知不足，业精于勤，如此便能不断地拓

宽知识面。

（七）提高教师素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

教师是课程的讲授者，学生对于这门课初始的了解，都是与教

师息息相关，所以，选对与课程要求符合的教师很重要，而对于思

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与生活联系紧密，故思政课老师涉猎范围

要多样化，能够推陈出新，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教师的人格魅力

也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且一位合格思政课教师

必须思想信念坚定，只有如此，才能营造出师生一同交流、共同成

长的乐园。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影响高校政治思想课低效化综合影响多样化，

必须从思政课教育工作薄弱环节入手，从源头解决，如此，才能发

挥思政效果最大化，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夯实政治基础，树立优

良作风，培养正确三观，充分利用国家、社会与学校所提供的大环

境及资源，如此便能使高校生真正理解何为理论强国、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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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练员作为整个训练工作的总导演，裁判作为项目发展方向的

引导者，必须了解中外优秀音乐作品，多类型音乐的广泛欣赏，拓

宽视野，提高鉴赏水平和艺术素养。使我们的成套创编达到“音乐

的特性、结构和动作的协调、音乐和动作的动力对比之间的和谐、

动作和音乐强度变化的协调。”

4．2建议

4．2．1 

不同的艺术体操器械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我们在选用成套音

乐时为了更好发挥出运动员优点，表现出器械特性，尽量去选择一

些更符合运动员风格、个性和更贴近器械本身特点的音乐。

4．2．2 

目前艺术体操发展极为迅速。除了主要动作的难新要求提高较

快外，成套音乐与动作的创编更要追求创意独特巧妙，注意艺术加

工且立意新颖。我们要想使中国艺术体操的水平尽快提高并达到世

界一流，必须要求运动员对音乐的修养理解上颇费苦心，这种新异

的构思、音乐选择、运作创编，为艺术体操发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的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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