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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初期教育中的节奏问题思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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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能够有效解决小提琴初期教育中的节奏问题，本文对小提琴初期教育中的节奏问题进行研究，首先阐述了

小提琴初期教育中的节奏问题，然后提出了唱谱，用手来打拍子、拉曲子时，利用脚小幅度打拍子、把节奏记在心中这几个

训练策略，希望能够给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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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提琴演奏中，节奏、音准、发音是基本要素，若无

法准确把节奏，演奏的乐曲会变得面目全非。因此，把握好

准确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小提琴初期教育中，节

奏经常会被忽略，严重影响到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小提琴演

奏水平。因此，在小提琴初期教育中，教师需要有针对性、

有步骤的指导学生训练，使学生可以准确把握作品节奏，为

学生后续的小提琴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1.小提琴初期教育中的节奏问题

1.1 盲目拔高，要求学生拉较难的作品

小提琴初期教育，学生的理解能力、组织节奏和音调的

能力和作品的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学生很难对节

奏概念进行弄清。这时，若教师盲目的拔高，让学生拉较难

的作品，会直接出现节奏问题。

1.2 学生对自身的听觉检查不足

针对刚接触小提琴的学生来讲，普遍存在对自己的演奏

以及和伴奏的合作听觉检查存在不足的情况，这是阻碍学生

创建正确、统一节奏的重要因素[1]。若听觉检查不足，且不

够客观，容易出现以下问题：虽然节奏内心听觉较好，但是

实际演奏不准确；一开始正确，越来越走样；学生听到的是

理想节奏，但是并不是实际的节奏。

1.3 某些教学法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小提琴初期教育中，部分教师为了对作品中过难的音

准问题进行解决，让学生暂时部根据原节奏进行练习。在这

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容易出现节奏错觉，并且重复练习容

易出现既成事实的课程，导致错误的节奏在学生脑海中根深

蒂固。

1.4 好的音乐记忆带来的影响

在小提琴初期教育中，部分学生把谱背下来后，不再看

谱进行练习，或者是即便看谱也熟视无睹，甚至已经淡忘了

刚刚学习的记号和节拍结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是很难

准确把握音乐作品的节奏的[2]。

2.小提琴初期教育中节奏问题的训练策略

2.1 唱谱，用手来打拍子

在小提琴初期教育中，在对新课进行练习前，教师可以

指引学生利用手打拍子唱谱，这对于初学者是非常重要的。

大部分初学者之前都没有接触过五线谱，因此在识谱方面需

要经历不会、不熟悉、熟悉的过程。因此，教师应多指引学

生唱谱。在唱谱过程中，不仅可以对音符进行熟悉，也可以

练节奏[3]。若直接省略该环节，学生会因为认的不熟练五线

谱而不愿意认音，而是通过对手指的方式进行拉琴，这样会

严重影响到学生认音速度和练曲子速度；在节奏方面也只能

通过印象来拉，音长音断无法做到准确。唱谱，利用手来打

拍子，可以有效集中学生注意力，促使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

认音和节奏方面。因此该过程中还没有开始拉琴，因此学生

并不需要注意太多问题，学生可以对节奏进行关注，更加易

于掌握节奏和准确的打节奏。因此，在初期教育中，在练曲

子前，教师应指引学生唱谱，并利用手来拍打节奏。

2.2 拉曲子时，利用脚小幅度打拍子

在拉小提琴时，需要利用两只手，因此想要准确把握节

奏，可以利用脚，小幅度的打拍子，尤其是针对初学者来讲，

能够掌握好节奏后，便可以不再利用脚继续打拍子了。根据

相关调查显示，有的初学者人为，利用脚，小幅度打拍子具

有一些弊端，但是想要准确掌握一首作品的节奏，需要依靠

自己，若学生无法真正和掌握好节奏，那么跟着节拍器或者

是跟着其他人打拍子，也不一定会做到准确。因此，想要准

确掌握节奏，学生需要依靠自身，而利用脚来打拍子是非常

正确和恰当的方式。有的学生说可以利用节拍器来打拍子，

实际上，若没有基本熟练拉好一首曲子，是不适合利用节拍

器的，因为节拍器是机器在打拍子，对机器设定好速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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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直打下去[4]。针对于初学者来讲，无法不出错、按照一

个速度熟练的拉下去。在一些节奏较难、弓法较难的地方，

有可能需要慢一些，这就需要通过自己来大姐走，进而慢慢

的练熟悉和练好。并且，若仅仅对节拍器的速度进行调节，

会浪费诸多时间，较为麻烦，也不一定会跟上节奏。

因此，在拉小提琴时，可以指引学生利用脚来打拍子。

在具体练习时，教师可以指引学生利用右脚前掌来打拍子；

且在打拍子时需要控制好脚上下的幅度，不宜过大，因为利

用脚打拍子主要是为了准确拉曲子。与此同时，需要注意一

点，在利用脚打拍子时，需要保证上身稳定性，把身体重心

移动到左脚，不让右脚承受身体重量。长时间通过这样的练

习，促使学生可以利用脚打拍子和拉琴节奏相协调，可以有

效提升学生的水平，解决节奏问题。

2.3 把节奏记在心中

一首曲子的节奏，从开始唱谱打节奏，到拉曲子利用脚

小幅度打拍子等过程，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能够掌握曲子的旋

律。反复重复一个事物，在脑海中会形成深刻的印象，犹如

你经常听到一首歌曲便会自然的哼出旋律曲调，节奏也是如

此。因此，这时教师应指引学生对作品的风格、情绪进行把

握，进而能够更加精彩的诠释和表现曲子。并且在练习曲子

时，教师需要指引学生认真打拍子，并且需要保证打拍子的

准确性。若在练习过程中，学生没有认真的对待节奏问题，

仅仅是依靠自身的感受来拉曲子，有的音长，有的音短，再

想要纠正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教师需要使学生明白打

节奏的重要性，认真仔细的打节奏，在练习复杂的节奏时，

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放慢速度，反复认真的打节奏。只有

这样才可以拉出有韵律感、平稳、流畅的旋律，大大提升学

生拉小提琴的水平。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提琴初期教育中，加强节奏训练是非常

重要的，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准确把握音乐作品节奏，还可以

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演奏水平，对学生后续小提琴学

习具有较为积极意义。但是，在小提前初期教育中，由于受

到多种因素影响，学生普遍存在节奏问题。因此，在实际教

育教学中，教师需要深入分析当下学生存在的节奏问题，并

以此为基础，制定科学合理的节奏训练计划，逐步提升学生

小提琴演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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