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高教之窗　11　2021 3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探究新时代高职院校中国古典舞基训 
钢琴伴奏的现状及改进措施

华　蕾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8

摘　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高职院校古典舞是属于舞蹈教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古典舞教学不仅能够传承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和还代表了舞蹈教学的水平。舞蹈钢琴伴奏是区别于钢琴独奏的一门专门的音乐表演艺术形式，它的主要任务就

是服务于舞蹈训练，运用各种表现手段，根据舞曲不同的音乐特点，从旋律、节奏方面入手准确把握各种舞曲的创作风格。

下文针对新时代高职院校中国古典舞基训钢琴伴奏的现状及优化策略进行探讨，希望能为各位同仁提供一点小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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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领域中，舞蹈与音乐常被人们称作一对孪生姊妹。

在舞蹈与邻近艺术的关系中，最近的邻居莫过于音乐了，它

们不仅是合作关系，而且成为本体因素。舞蹈钢琴伴奏最大

的特点是突出音乐的旋律起伏，不同于其他一些无主旋律

的伴奏，恰恰相反，舞蹈伴奏的最大特点就是应突出音乐

的旋律，它要求伴奏者掌握舞蹈组合的“旋律”“节奏”“韵

律”“速度”“力度”以及气息，让动作和音乐有机地融为一

体。作为新时代的高职院校教师要不断创新和改革教学方式，

积极探索中国古典舞基训钢琴伴奏的优化策略，促进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而帮助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目前中国古典舞课堂音乐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曲目风格

中国古典舞课堂的音乐选择要慎重，它模仿但又区别于

芭蕾舞基本课。中国古典舞建设之初，的确是借鉴西洋芭蕾

舞的训练体系，但是，绝不是单一的模仿。简而言之，中国

古典舞基训在日常课堂上就基本分为 2 个部分，一是表现技

术技巧的能力训练，二是表现名族风格的身韵训练。由此可

见，第二点是中国古典舞所特有的训练项目，它是区别于芭

蕾基训课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有着强烈名族风格的训练。所

以古典舞基训课与芭蕾基训课的互通在于，他们的训练目的

其中一部分都是训练学生的技术技巧。而区别是，一方面，

它是建立在浓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加以戏曲、舞蹈、

武术等名族元素为原则的中国舞。另一方面，是芭蕾和古典

舞本身动作所塑造的音乐形象不一样。一言蔽之，芭蕾舞讲

究开、绷。直。注意保持躯干正直，向上。而中国古典舞讲

究的是圆、拧、倾。欲左先右，欲上先下。它与芭蕾的直立

重心不同，中国古典舞更多的是在流水般的动作中找到运动

的平衡。综上所诉，二者的音乐选择区别是很大的，中国古

典舞是我国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于 1950 年才首次提出。伴奏

多使用五声性和弦调式，旋律多为东方元素，而西方音乐的

伴奏多为三度叠加。并且目前市面上芭蕾基训教材也相对比

较多。比较起来，古典舞伴奏由于发展时间短可借鉴资料少

等原因，所以古典舞需要伴奏者更多的即兴伴奏和改编能力。

（二）师资方面

首先，钢琴伴奏使用的音乐自由灵活，舞蹈教师的基本

功课程往往是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来安排授课内容，

并不是单一的每天重复。钢琴老师可以根据舞蹈老师的现场

要求，弹奏不同的曲目，并减少反复倒带的问题，节约时间

和精力。

其次，钢琴老师是需要有丰富的即兴伴奏能力，比如，

作复合训练的时候，钢琴老师可以根据动作调整音乐。甚至

可以根据舞蹈老师的现场要求创造或是改编曲目。

再次，钢琴老师可以观察学生调整作品的长短，速度，

乐感，节拍，呼吸。把上动作一般较为规整，因此可使用的

音乐素材较多，基本可以像完成钢琴作品一样照本弹奏，但

是每个老师的动作编排和学生的完成情况是绝不一样的，伴

奏老师需要快速的察觉出学生完成动作的细微变化，对作品

的气口，前奏长短，间奏衔接等进行适当调整，这不仅帮助

学生完成动作，对课堂的训练效果也起到促进作用。所以钢

琴伴奏在舞蹈课堂绝对不仅仅是辅助工具，它更是课堂的灵

魂，在保障基训课顺利完成的同时，诠释作品激发舞者更多

的情感，推动提高课堂质量。所以钢琴伴奏老师不仅需要高

超的演奏技能，还需要改编作品和即兴伴奏的能力。从而帮

助和激发学生表现出轻盈、优雅、舒展等不同的舞蹈姿态。

二、高职院校中国古典舞基训中钢琴伴奏的方法

（一）统一协调

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特点就是具有中国古典的气韵，能够

让人在观赏中感受到中国传统古典艺术的美感，因此，钢琴

伴奏在中国古典舞的配合中，也要突出中国古典艺术的氛围，

保证两者能够在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过程中保持风格的统一和

整体风格的协调，从而便于学生在中国古典舞表演过程中的

感觉投入，提高学生的舞蹈能力。首先，教师要在指导学生

练习中国古典舞时，详细讲解基本功中所含有的古典舞艺术

特征，能够使学生加深对古典气息的理解，从而将艺术的古

典感带入到钢琴伴奏的配合中，强化学生的艺术感觉。同时，

教师在选取钢琴伴奏曲目时，要进行有效地挑选，保证曲目

的音调与节奏停顿能够与学生的中国古典舞基本动作的停歇

相统一，带动学生迅速进入到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过程中，将

中国古典舞表演融入营造的古典环境中，提高学生对中国古

典舞的情感把握。比如，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把杆训练 -

腰组合”的中国古典舞基本动作学习时，可以选择具有较强

节奏感的钢琴演奏曲目，使学生能够跟随音乐的节奏律动进

行肢体动作的控制，从而帮助学生保持后背的绷直状态完成

移动动作，提高学生的肢体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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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逐步推进

由于学生中国古典舞学习表演能力的不足，教师在进行

中国古典舞表演的指导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学习阶段

和知识接受程度，将教学课程和教学难度分为不同的等级和

阶段，并将不同的教学阶段搭配不同的钢琴伴奏，由简到繁、

由易到难的逐步推进钢琴伴奏的曲调与曲风，能够使学生在

等级逐渐提高的难度中，增强自身的基本功，夯实舞蹈基础。

比如，教师在引导低年级的学生学习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功时，

可以引入曲调较为悠长、节奏清晰以及旋律变动较少的钢琴

演奏曲目，并尽量选择较为演唱的曲目，从而能够便于学生

感受到钢琴伴奏；而在引导高年级学生进行中国古典舞的基

本功训练时，教师可以相应的选择曲风较为浓烈、节奏感强

以及旋律变动较快的曲目，从而在变化的音乐伴奏中，增强

学生的舞蹈反应能力，提高学生在不同风格的音乐中的舞蹈

表现，进一步强化学生在舞蹈动作与周围环境中的统一，从

而促进学生的能力高效率提高。

（三）深度结合

要强化钢琴伴奏在中国古典舞基本动作表演中的有效应

用，就要保证将钢琴伴奏与中国古典舞深度结合，将两者艺

术高度达到同一水平，在两者的切入点进行舞蹈的训练与音

乐的弹奏，能够使两者保持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共同进步

的关系。比如，教师在运用四二节奏的钢琴伴奏时，可以在

该音乐片段将舞蹈改编入翻身、旋转的舞蹈动作，能够以这

种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提高学生的动作敏感性和灵活度，增强

学生的舞蹈基本功能力；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中国古典舞

的表演动作选择适配度较高的钢琴伴奏曲目，如在训练蹲、

立、转的一系列连续动作时，教师可以选择四四拍、四二拍

的慢弹曲目，通过钢琴音乐由弱到强的变化，使学生能够把

握动作的转变，能够流畅的完成一连串的舞蹈动作。

（四）感情渗入

中国古典舞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在进行舞蹈的表现过程

中，必须加强表演者的感情投入，从而能够提高艺术的共鸣

感。学生在进行中国古典舞表演时，可以选择节奏感较强、

便于理解的钢琴伴奏曲目，使学生自身能够在歌曲的辅助下，

加强对舞蹈表达内容的理解，从内在情感中感知到艺术舞蹈

内涵，提高学生在中国古典舞基本功动作的学习和最终表演

中的情感表达，强化舞蹈的感染力。例如，古典舞剧《黄河》

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对中华儿女来

说意义重大，它是民族革命精神的代表，也浇灌着两岸的农

田。舞剧中过钢琴伴奏形成了独特的氛围与恢弘的场面相契

合，使舞蹈气势磅礴，表现了人们不怕困难，用于抗争的精

神体现的淋漓尽致。通过钢琴伴奏的渲染，也强化了舞蹈的

感染力，使学生达到共鸣。

三、结语

总而言之，新时代背景之下，高职院校要提高在中国古

典舞表演中的艺术呈现效果，可以将中国古典舞与钢琴伴奏

相结合，以相辅相成的优势实现学生中国古典舞能力的提升。

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两者的协调统一、进行逐步推进、深度

结合、类型多变以及加强感情渗入等方式，将钢琴伴奏与中

国古典舞表演充分融合在一起，加深学生对中国古典舞的艺

术理解，从而进一步推进学生在中国古典舞中的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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