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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师钢琴即兴伴奏技能现状与策略

王雅雯

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咸阳　712099 

摘　要：近年来，美育教育地位不断提升，钢琴即兴伴奏技能是课堂教学的必备教学手段，其考验着音乐教师综合素养与

实践技能双重效能。笔者就当前小学音乐课堂应用现状入手，着力关注钢琴即兴伴奏的实用性，结合其艺术价值，提供教

学个案参考，探索培养小学音乐教师钢琴即兴伴奏技能的新路径，以期更好的优化音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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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即兴”究其本意指：演奏者事先无提前准备，就当

下演奏者的内心实际感受创作或演奏乐曲，是一种随机应变

的能力，一种综合音乐素养的集中体现，一种音乐创造力与

想象力的高度融合。[1] 即兴伴奏多的是教师在课堂仅依据歌

曲旋律，加入自身对音乐作品的理解而编配的钢琴伴奏，边

创边弹的能力。要求教师必要熟练掌握键盘演奏技巧，同时

兼备深厚音乐理论基础及丰富的音乐感知力与想象力，使得

乐曲具有灵便实用的价值意义。

小学钢琴即兴伴奏应用现状

目前高校已开设钢琴即兴伴奏相关课程，但普遍重理论

轻实践，未能有效融入实际音乐课堂活动。笔者采用了随机

抽样调查法，进行线上调查统计，共收到 52 份有效问卷来

自十四个城市部分一线音乐教师、音乐学院大四在校学生、

音乐师范在校学生，其中一线教师占 58.82%，师范院校学

生（小学音乐实习教师）31.37%，音乐学院学生（小学音

乐实习教师）9.8%。

教师主修专业（表 1.1）

教师钢琴基础程度

（图 1.2）

上述图表反映出小学音乐教师（实习）在高校学习期

间主修专业之不同，钢琴基础弹奏程度参差不齐，问卷显

示在 52 位调查对象中 30.77% 的老师有系统学习过相关课

程，61.54% 简单学习过相关课程，7.69% 未接触过该类课

程；认为钢琴即兴伴奏非常有必要应用于小学音乐课堂占比

67.31%，且能够在课堂中运用即兴伴奏技能的小学音乐教

师占比为 57.69%。

笔者在一至六年级年级采用了随机抽样调查法，共发

放问卷 350 份，进行当面发放填写并收回。从学生对音乐课

程喜爱度、钢琴即兴伴奏在音乐课堂应用情况、音乐作品的

理解，音乐课期许及建议四个方向开展调查，发现即兴伴奏

在学生中受众度较高，教师弹奏音乐作品的速度、力度及和

声音响辅助下能够快速理解作品，同时期待参与到更多的音

乐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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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教师问卷中设计了问题，就小学音乐教师目前

现阶段在课堂中进行钢琴即兴伴奏时遇到的困难进行归纳

梳理：

1. 师范类高校虽已开设相关专业课程，但学习过程中

实践经验不足，只能单一地用一级、四级、五级和弦进行初

级和声伴奏教学；

2. 拿到歌曲没有首要分析曲谱，没有预先了解调式调

性、力度、速度等音乐要素，在弹奏伴奏在课堂中即兴伴奏

可能会出现弹错旋律音或和弦，影响学生对音乐作品的审美

体验；

3. 小学音乐教师主修专业不同，钢琴基础程度参差不齐，

部分音乐教师非钢琴专业，在演奏中左右手不协调，部分车

尔尼 740 以上的教师可以熟练的弹奏正谱伴奏，遇到简谱或

无伴奏乐谱时不知如何弹奏；

4. 乐理基础知识与键盘弹奏脱节，不知如何为旋律编

配符合乐曲体裁风格的织体伴奏；

5. 部分教师习惯用固定调概念弹奏，而非首调概念，

以至于移调异常困难。

3. 钢琴即兴伴奏技能提升对策

“增加时间去训练这种在头脑中快速形成乐谱中音乐

进行的大致框架 , 以想象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 , 思路—大脑

储存—大脑提取—键盘弹奏”这样一个思维过程。小学音乐

教材中的演唱歌曲，篇幅较短，旋律节奏简洁，曲式结构较

为规整，旋律跳进变化较少，但其包涵各种歌曲体裁类型，

仍需教师通过训练来获得快速形成乐曲行进的大致框架，需

要提升钢琴即兴伴奏的四个必备能力即和声思维能力、曲式

分析能力、专业技能演奏能力、织体编配设计能力最终呈现

于音乐课堂教学 [2]。

3.1. 和声思维能力

和声通常是乐曲（歌曲）中乐句之间的纽带，推进乐

思的展开，发挥其功能性和色彩性。功能性在于明确调性，

而色彩性体现于和弦变化展现的和声艺术效果。“和声的功

能性”是指和弦对于调式中心的支持和瓦解力度。“和声的

色彩性”是指多声部调式调性基础上的和声润色程度（如柔

和、婉约、偏离、游离等）。

在大小调和声体系中（以 C 大调为例，如图 2.1），调

内和弦主要有：主和弦（T）、下属和弦（S）、属和弦（D)。

在乐曲陈述中，基本功能进行为 T-S-D-T、T-S、S-T、D-T

或 T-D。（D-S 是反功能进行）部分小学音乐教师非钢琴专

业，钢琴基础为拜厄、车尔尼 599 程度， 教师可以运用其

三和弦基本保证乐曲（歌曲）流畅进行，同时也鲜明的强调

了乐曲的调式调性。

           T                        S      D

（图 2.1- 以 C 大调为例）

为丰富乐曲（歌曲）的音响效果，使和声色彩性体现

于音乐中，就要发挥调内和弦的主功能、属功能、下属功能。

主功能组内：Ⅰ级主和弦（T）、Ⅵ级和弦、Ⅲ级和弦；下

属功能组内：Ⅳ级下属和弦（S）、Ⅱ级和弦、Ⅵ级；属功

能组内：Ⅴ级属和弦（D）、Ⅲ级和弦、Ⅶ级和弦。

（图 2.2- 以 C 大调为例）

在功能进行中，依据“代替”原则，在音乐课堂中合理

使用副三和弦或常用的副属和弦伴奏来渲染歌曲（如图 2.3），

学生可以从中获得更好的音响视听效果，培养其多声部听觉

思维，感受歌曲调性从稳定到不稳定再回归到稳定的和声进

行逻辑效果。

（图 2.3- 以 C 大调为例）

  音乐作品是民族音乐时，采用五声调式 编配和声伴奏，

常用的有大三和弦附加大六度、附加大二度。

（如图 2.4 均为首调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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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曲式分析能力    

乐曲以记录的音乐符号形成乐谱，存在严密的内在逻

辑规律和联系，是作曲家激昂振奋或莼鲈之思的真实记录，

是音乐作品的骨骼。

小学音乐教材演唱歌曲篇幅短小，但曲式分析仍是即

兴伴奏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杨儒怀先生陈述结构概念时，

突破以往只有宏观抽象“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思维模式，

对陈述结构广泛引入调式调性、和声、节奏、旋律、织体、

力度等音乐要素，其主要强调乐汇、乐节、乐句等小结构之

间的组织特征，形成了作品分析理论的严密体系。  

3.3. 专业技能演奏能力

钢琴即兴伴奏的最终呈现取决于教师专业技能的演奏

能力，所需技术程度须达到车尔尼 849 以上的流畅程度。教

师在业余时间需花费大量时间练习，通过练习《哈农》掌握

断奏、连奏两大基本弹奏方法。掌握五指独立性的弹奏技法，

熟练流畅弹奏二十四个大小调的音阶与琶音。

重点学习教程曲目《拜厄钢琴基础教程》、《车尔尼

钢琴初级教程作品 599》、《车尔尼钢琴流畅练习曲作品

849》等教程，循序渐进练习演奏技法，练习中关注作品曲

式结构、调式调性、和声连接、音乐风格、乐句乐段划分等

内容的掌握，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演奏习惯 [3]。

3.4. 风格织体设计能力

小学音乐教师在课堂中快速配奏设计出旋律风格相关

的伴奏织体并完整弹奏呈现，能够高效完成教学目标，学

生通过教师呈现的即兴伴奏能够更充分的了解音乐体裁风

格，提升音乐感知力，关注音乐作品听觉的感性体验和理

性记忆。

按演奏技巧区分，钢琴即兴伴奏有无旋律伴奏、带旋

律伴奏。带旋律伴奏相对简单，需要演奏者弹奏伴奏的同时，

加入歌曲旋律，这样有助于演唱者把握歌曲旋律音准和节

奏，常用于教师新授歌曲时；无旋律伴奏是指演奏者无需提

供歌曲旋律，在与旋律和声协和的范围内，更加灵活的演奏。

即兴伴奏常见和声伴奏织体有柱式和弦、半分解和弦、全分

解和弦 [4]。

3.4.1. 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

  进行曲风格一般选用柱式和弦，风格倾向军队行进或

颂歌，柱式伴奏音响浑厚坚实，节奏鲜明有力，表现出歌曲

的行进律动感，如小学音乐教材（人民音乐教育出版社）四

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歌唱祖国》、《义勇军进行曲》；三年

级下册《祖国祖国我们爱你》、二年级下册《共产儿童团歌》、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等。

柱式和弦（带旋律）伴奏音型谱例一：

柱式和弦（无旋律远距离低音和弦）伴奏音型谱例二：

3.4.2. 活泼欢快的舞蹈性风格

  在儿歌作品中，舞蹈性歌曲较多，歌曲能够反应人民

生活场景下的劳动、载歌载舞的欢庆场景，速度较快，情绪

积极热烈，具有鲜明的风格和节奏，如小学音乐教材（人民

音乐教育出版社）三年级下册《剪羊毛》、四年级上册《哦，

十分钟》、《幸福拍手歌》、五年级上册《丰收的节日》等；

伴奏音型常选用半分解和弦、分解和弦。

半分解（带旋律）伴奏音型谱例三：

半分解（带旋律）伴奏音型谱例四：

3.4.3. 优美动听的抒情风格

抒情风格的音乐作品需要钢琴伴奏的推动，增强音乐

感染力，表现出心潮澎湃的音乐情绪，故采用分解和弦伴奏

音型较多，以音乐教材（人民音乐出版社）六年级下册第五

单元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片段）设计伴奏为例。

分解和弦（带旋律琶音）伴奏音型谱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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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乐曲为二段体结构，高潮时第二乐段，在演奏时琶

音型伴奏织体可设计在第二段，或左手弹奏改为十六分音

符，使伴奏在听觉上更有音乐流动性，设计不同织体弹奏两

个乐段更有层次和鲜明对比，学生在听觉和演唱中体会歌曲

结构。

3.5. 即兴移调能力

面向小学校合唱团学生（二至六年级）舒适音域在小

字组 b 到小字二组 c 之间，教师在选择练声曲目或歌曲时需

要注意，部分合唱正谱伴奏调式不适用于小学阶段学生，因

此亟需教师即兴升降调，教师需看正谱移调，该能力考验老

师日常练琴的积累与功底，练习时可用先将音阶进行十二个

调的移调练习。

谱例 6：

结语

小学音乐教师的钢琴即兴伴奏技能水平参差不齐，从

小学课堂应用现状入手，探究技能水平提升对策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提升和声思维、曲式分析、专业技能演奏、风格

织体设计、即兴移调这五个能力是钢琴即兴伴奏技能的起

点。强化该项技能不仅有助于一线小学音乐教师提高音乐课

堂教学效率，对课堂所学乐曲 ( 歌曲 ) 起到补充和衬托作用，

也助于小学音乐学科的建设，并作为教师专业发展技能培养

的一种方式，最大的意义是让技能有效运用到实际教学中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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