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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钢琴伴奏的探究

金　玫

江苏省戏剧学校　江苏南京　210002

摘　要：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课堂中，钢琴伴奏不仅是基于钢琴演奏技艺的应用，也是为舞蹈教学与表演服务的重要环节。

这一角色要求钢琴伴奏教师不仅要拥有坚实的钢琴演奏技能及丰富的音乐理论知识，还需深入了解舞蹈的基本训练动作、

相关原理以及表现特色等多方面的实践和理论内容。对于民族民间舞的钢琴伴奏而言，能够精准地选取并改编适合的音乐

素材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之一。依据舞蹈教师的具体需求以及不同民族舞蹈形式和动作特点，钢琴伴奏者需创造性地

编排适应于教学场景的钢琴伴奏曲目。

关键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的钢琴伴奏教师角色探讨；钢琴音乐的选取与改编策略；蒙族舞蹈；胸背动作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拥有广泛的民众参与度。而被誉

为“西洋乐器之王”的钢琴，尽管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不过百

余年，却以其宽广的音域和宏亮的声音特点赢得了国人的青

睐，迅速普及开来。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钢琴伴奏被证明是

满足舞蹈教育需求最为理想的选择之一。特别是将钢琴伴奏

融入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中，这种做法是在考虑到此

类舞蹈课堂教学的具体需要以及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一种新兴跨学科领域，中国民

族民间舞蹈课堂上的钢琴伴奏结合了民族舞蹈与钢琴演奏

两大领域的知识体系，它不仅基于扎实的键盘技艺之上，还

直接服务于舞蹈教学与表演实践；要求从业者不仅要精通钢

琴弹奏技巧及丰富的乐理知识，还需熟悉基本舞步训练、原

理及其表现手法等相关内容。这一领域的兴起与发展，为中

国钢琴伴奏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在实践中展现出重要的价

值，无论从理论还是应用层面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对于民族民间舞蹈的钢琴伴奏教师而言，具备优秀的

音乐选配与改编技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之一。依据舞蹈

教师的具体要求以及不同民族、舞种和舞蹈动作组合的需

求，伴奏教师需要创作或调整适用于教学场景下的民族民间

舞蹈钢琴伴奏曲目。然而，鉴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独特性质及

其相关钢琴伴奏教材资源的相对匮乏，目前我国可用于支持

舞蹈教育的此类音乐作品数量有限，远不足以覆盖实际教学

中的广泛需求。因此，培养和发展针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钢

琴伴奏创作及改编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以期能够为舞蹈课

堂提供更加丰富且贴合实际需要的音乐支持。

本文我以近阶段我校影话科形体课堂教学的蒙族舞蹈

胸背动作的训练的伴奏音乐为例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选取

和改编适合民族民间舞教学的钢琴伴奏音乐。

1. 蒙族舞蹈胸背动作的要求和特点

胸背训练是蒙族舞蹈重要的基础训练。在执行动作时，

要求舞者能够灵活地控制胸背的收缩与伸展，并在整个过程

中保持意识上的连贯性，注重动作呈现出柔和而连续的曲线

美，从而达到舒缓流畅的表现效果。

2. 所用伴奏教材的分析

我校影视表演二年级的形体课训练内容主要是中国民

族民间舞蹈的学习，目前选用的钢琴伴奏教材主要是北京舞

蹈学院民乐队编著的《中国民间舞教材伴奏曲选》（人民

音乐出版社出版）和裘柳钦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曲选》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些教材中的许多乐曲都是基于

传统民间音乐经过艺术工作者改编而成的作品，代表了各民

族文化的精华与智慧，深刻反映了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艺术

风格，在舞蹈教学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这些乐谱大多以单一旋律线的形式呈现，且至

今尚未见到有较为完整地配上了伴奏部分的钢琴版本发布。

因此，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们的即

兴演奏来完成伴奏任务。此外，大部分收录于其中的作品结

构相对简单紧凑，通常由 4 至 8 个乐句组成，这使得它们更

适合用于初级阶段的动作练习；而在进入更高层次、更具风

格化组合训练时，则显得难以充分满足复杂多变的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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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综上所述，当前国内的专业舞蹈教育机构在民族民间

舞蹈课堂上可供选择的钢琴伴奏资源仍显不足。

3. 蒙族舞蹈胸背动作教学的伴奏音乐的选配，改编与

弹奏

钢琴伴奏在与形体老师的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旨

在提升学生的舞蹈技巧。不论是基础训练还是复杂的组合练

习，音乐与舞蹈都追求着相同的目标——即艺术表现力的和

谐统一。以蒙古族舞蹈中的胸部和背部动作为例，为了更好

地体现这一民族豪放、开阔的性格特征，选择那些节奏平稳

且旋律流畅的音乐显得尤为重要。通常情况下，蒙古族长调

民歌因其能够生动展现游牧生活特点而成为首选。这类歌曲

以其自由的节奏、宽广的气息以及深沉的情感著称，并通过

细腻独特的颤音加以装饰。通过课前跟舞蹈老师的交流、沟

通，我选取了两首长调民歌作为本节课胸背动作训练的伴奏

音乐。

3.1 胸背分解动作单一训练的伴奏音乐——《美丽的草

原》

图 1：美丽的草原

这是《中国民间舞教材伴奏曲选》中蒙族舞曲中的一

首羽调式的长调民歌，4/4 拍，速度要求中板，情绪要求是

优美，辽阔，非常适合胸背动作的训练要求。根据情境表达

的需要我在弹奏主旋律时适当地加入了一些装饰音，使原本

稍显简单的旋律变得丰富起来，左手配备了能够体现五声民

族调式特性的和弦来伴奏，主要采用的是能够把右手主旋律

衬托得更为流畅的琶音奏法，辅用一点半分解和弦，使教材

中这首只有单声部旋律的音乐变得丰满动听起来，很容易调

动学生的舞蹈情绪，使他们能够在分解动作的练习过程中更

容易抓住胸背动作的特点，帮助他们体会蒙族舞蹈的风格。

完成了编配工作之后在弹奏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的几个

问题：

a. 节奏在舞蹈形象的塑造与表达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演奏时采用指腹轻柔触键的方式，能够更细腻地传达音

乐的悠扬之美，同时需注意控制力度的变化，既要体现出旋

律的流畅性，也要给予舞者一种张弛结合的艺术感受。

b. 左手在弹琶音时，注意手位迅速转移，手腕灵活的

协调配合，才能演绎出流畅优美的音色。

c. 右手在演奏装饰音时，触键需表现出灵活性与敏捷性，

以确保弹奏的声音既清晰又悦耳。

3.2 胸背动作组合训练的伴奏音乐——《这片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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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这片草原

这是伴奏教材之外的一首当代蒙族歌曲。是由著名蒙古

族词作家、央视一级编导克明和著名蒙古族音乐家、国家一

级作曲家乌兰托嘎共同创作的一首草原恋歌。该作品通过大

草原上的湖泊、河流、山峦等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了对草

原的一片深情。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著名歌手降央卓玛演唱

这首作品，宽厚柔和的歌声，与歌曲唯美的词曲意蕴十分契

合，令人无比沉醉。一直很想将它改编成钢琴曲，后来在一

位专家朋友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个愿望并且一直收藏至今（上

述乐谱）。

选用这首钢琴改编曲一是因为从分解动作的单一练习

到组合动作的训练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一个科学

性，系统系，连贯性的教学过程，组合训练主要是为了培养

学生对于一组舞蹈动作的整体逻辑性和完整性的把握和表

现能力，所以它的伴奏需要选用音乐结构更为复杂，节奏，

力度更为多彩的音乐。二是该曲在旋律上采用了一系列上下

行琶音形式的伴奏，使得高潮部分更加流畅动人，充满激情，

能够很好地传达出胸背训练所需展现的那种舒展、豪迈及大

气的情感特质。三是因为这是一首当代作品，它更顺应历史

潮流、满足现代人审美需求和美学标准，因此非常适合作为

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进行胸背组合训练的伴奏音乐。

做完改编工作之后在弹奏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的问题：

a. 蒙族舞蹈胸背动作的特点就是要做到舒展和流畅，学

生通过身体呼吸的方式展现动作的延展性以及内在情感，在

演奏过程中应注意恰当处理“气口”问题。

b. 经过改编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还展现

了宽广的音域和饱满且穿透力强的声音特质。为了让学生能

够深刻体验到蒙古大草原那宏伟与豪放的气息，我在演奏中

融入了一些特定的技术手法，例如通过震奏来增加音乐的表

现力。在执行这种技巧时，上臂应当保持适度的松弛状态，

随之下臂的转动自然地产生轻微震动；同时，由于大部分手

臂重量都集中在拇指上，因此在弹奏时需特别强调拇指的力

量。这样快速切换于不同音区之间，可以创造出极具感染力

的声音效果。

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钢琴伴奏音乐的选取与

改编不仅意义深远，而且充满挑战。作为奋战在一线的钢琴

伴奏教师，我们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应当积极投身于

民族民间舞蹈钢琴伴奏创作的研究之中。为了更好地完成这

一任务，伴奏教师需要努力达成以下几个目标：（1）日常

搜集伴奏素材：随着时代的发展，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正日

渐衰亡，为了能够满足课堂教学的实际需求并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日常工作中采取多样化的手段，如实地考察与民

间采风等方法，广泛收集并记录保存现存的民族舞蹈音乐资

料。（2）课前沟通，准备充分：课前主动积极地与形体老

师多沟通多交流，准确理解形体老师下节课的教学目标，有

的放矢地做好课前伴奏音乐的选配，改编以及练奏工作。通

过运用科学合理的编配技术和演奏技巧，力求让改编后的钢

琴伴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有乐器的演奏效果，生动展现

民族及民间舞蹈音乐的独特魅力。（3）课堂精准同步：课

堂上积极主动地关注形体老师的教学环节，精确地理解形体

老师课堂教学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对于伴奏老师的指令，

密切关注学生在练习过程中的动作要求，律动发展及情感的

变化，根据需求及时调整伴奏音乐的篇幅长短，节奏，速度，

力度，以及弹奏音色，达到跟形体老师配合默契的目的。

在舞蹈艺术领域，音乐被视为舞蹈的灵魂之声，而舞

蹈则成为音乐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论是音乐伴奏还是舞蹈表

演，在整个教学流程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钢琴伴奏

之所以被定义为“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旨在衬托舞

蹈，但这并不意味着舞蹈课程中的钢琴伴奏教师应当仅限于

被动地参与其中；相反，他们需要增强自身的主动创新意

识。民族与民间舞蹈的教学是舞蹈教育体系内极其重要的一

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钢琴伴奏促进民族及民间舞蹈的教学

效果，钢琴伴奏教师应当积极探究舞蹈与音乐之间的内在联

系，并通过多种渠道广泛搜集优质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以丰

富课堂伴奏内容，同时致力于提升对民族民间舞蹈配乐进行

再创作的能力。选择合适的伴奏音乐时，应采用开放包容的

态度，紧跟时代步伐，在继承与发展民族民间舞蹈音乐优良

传统的基础上，准确把握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和时代特征，

熟练掌握当代民族民间音乐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伴奏音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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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编过程中展现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此外，还应持续深化专

业知识的学习，提高个人的文化艺术素养，从而为培养更多

优秀的舞蹈及表演艺术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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