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浅析钢琴伴奏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浅析钢琴伴奏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浅析钢琴伴奏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浅析钢琴伴奏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陈勇陈勇陈勇陈勇             

 

  [摘要]由于伴奏者经验限制，对伴奏功能的误解以及与合作者的默契欠缺等原因，使得

钢琴伴奏中，往往造成伴奏效果欠佳并不能充分表现音乐作品的内涵。为此，当伴奏者接到

任务后，要明确伴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要认真练习，并与合作者多增加合作的次数，增强

双方默契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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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 钢琴伴奏的功用大约可归纳为三种:首先,通过调性、和声、织体的变化及适

宜的速度、力度、节奏来衬托背景、描绘意境、渲染气氛，推动音乐发展。其次，利用呼应

对答、重复加强、延伸收束等辅助手段，补充及完善整个作品。再次，利用前奏、间奏及尾

奏预示与引导、转折及改变、强化和升华作品的思想情感。这三种功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

从、彼此关联而不可分割的。  

  但是，由于伴奏者经验限制，对伴奏功能的误解以及与合作者的欠缺默契等原因，使得

钢琴伴奏中，往往造成伴奏效果欠佳并不能充分表现音乐作品的内涵。下面对一些伴奏中的

常见问题分别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问题一：将伴奏弹成独奏  

  初涉伴奏领域，经验尚不多的伴奏者，由于弹奏时间及经验的限制，难免有时忽略了伴

奏的真正目的，从而忽视了合作者的存在及重要性，像弹独奏那样把钢琴伴奏处处放到主导

地位而片面地加以强调。这样就造成了把钢琴伴奏弹成独奏。经常出现的情形是：伴奏者好

心地以为弹的越响越好，却没想到这样会“喧宾夺主” ，并且以自己对作品的主观理解与

感受来变换速度、力度、情绪，使自己的合作者变成了“追随者”而受到牵制及约束，不能

自如地发挥应有水平。反之，若能像弹独奏那样对伴奏的表演质量也精益求精，那么献给听

众的将是更美好的音乐。  

  问题二：完全被动及消极地跟随合作者  

  把钢琴伴奏弹得如同独奏固然过分，反之，低估了钢琴伴奏的作用，仅仅把自己的伴奏

当作附属及陪衬，则又显得消极被动。伴奏者认为只要“跟”得好就是伴奏好，你赶拍子我

也赶，你拖拍子我也拖，不主动去协助调整。主旋律出现在伴奏部分时仍是轻描淡写一带而

过；乐曲进入高潮时，伴奏者没有把旋律推上去。举例来说，我们在听音乐会时，由于独奏

（独唱）者得不到钢琴伴奏的大力合作，缺乏支持烘托与呼应强化，使得音乐的感染力被大

大削弱，人们听了这样的合作表演，会感到不满足。所以，当伴奏者接到任务后，要明确伴

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重要的部分要认真练习，该突出的地方要突出，不要被动地跟随。  

  问题三：伴奏中欠缺音乐表现力  

  我们在欣赏音乐表演时会发现，有的表演者，在弹钢琴独奏时津津有味、音乐生动、扣

人心弦，可是弹伴奏时，却比较平淡、呆板、判若两人，这是什么原因呢？独奏曲弹的好首

先是由于深入研究了作品，思想感情有共鸣。再一个是经过了细致学习及精心处理的过程，

对作品性质、布局、层次、高潮等心中有数。而弹伴奏时常常把自己当作“客人”，只是帮

帮忙，未以主人翁的态度来研究、学习及表现音乐，这样与独奏曲相比也就自然逊色了。还

有的演奏者，由于受到自身原有音乐感的局限，虽有表现音乐的愿望，但欠缺感受及表达音

乐的能力。对于这样的演奏者，只要平时多与音乐感、节奏感好的合作者长期切磋合练，并

主动向音乐感好的同志学习，坚持进行琴艺的磨练，一定会逐步使音乐表现丰富起来。  

  问题四：力度、速度的分寸感不足，节奏的准确与弹性欠缺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在伴奏时掌握好力度的分寸感是相当不易的，稍稍忽视，就会随时出现比例失调，音响

不平衡现象。例如，用力过大会掩盖了主奏乐器（或独唱）的旋律；用力过轻又不能恰当地

给予烘托，显得单薄无分量。独奏（独唱）者若是在音乐进行中改变力度，伴奏者就要相应

地根据需要调节自己的音量，以便使双方的音乐及力度分寸感相默契，帮助合作者设计出作

品的高点高潮，或者低点低潮。这里关键的是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力度，用敏锐的听觉随时对

力度进行微调，练习时也可以借助于现场录音来客观地对照改进，或请其他老师或同学倾听

并给予指导。 

在伴奏的实践过程中，另一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乐曲起的速度容易过快或过慢，使独奏（独

唱）者不能马上进入最佳状态；进行中的速度或赶或拖，使音乐不从容或缺乏流动感；变速

时分寸有偏差，影响了乐曲情绪及技巧的正常发挥等。这都是由于伴奏者本人对合作对象的

速度要求还不够熟悉及掌握，或伴奏者自己对同一作品的速度感受有差异，未能与合作对象

协调一致所造成的。出现这种情况时，要加倍的注意倾听和多次的合作才便于掌握速度，必

要时还可以借助节拍器。另外，在闲暇之余多听听钢琴伴奏的音乐，多欣赏并体验和感受节

拍的律动，对速度的分寸掌握也是十分有益的。  

  问题五：未能与自己的合作者达到默契  

  初弹伴奏的人，常为自己不能与合作者对象默契而犯愁。近几年在音乐高考招生的声乐

考场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伴奏将歌曲过门弹完时，考生还没有反应过来，以至于当乐曲

开始时没有及时进入；还有当乐曲结束时双方收尾不整齐；更常见的问题是双方的乐句走向、

起伏呼吸，情感抒发、情绪变换等，不能“合二为一” ，这样就会极大的影响考生的发挥。

我们在考前听到的有些考生实际上声乐水平是非常不错的，但就是由于在考试的时候没有和

伴奏配合好，所以没有发挥正常水平，从而影响到考试成绩，这是非常可惜的。  

  伴奏者与合作者要多增加合作的次数，这样就能促进双方的了解。具体的讲，增强双方

默契的途径是：第一，注意倾听合作者对音乐的处理，不要光顾看自己的伴奏谱。第二，根

据合作者对音乐的处理，以相同的感受在内心去歌唱主旋律，体会其轻重缓急的特点及乐句

呼吸的深浅，并以歌唱性触键来为抒情性旋律烘托。第三，及时把有提醒作用的表情、速度、

呼吸等记号用铅笔标写在乐谱上以便加深印象。  

  由于每位伴奏者个人情况不同，合作的对象及演奏作品性质也不同，出现的问题是多种

多样的，只要细心钻研，增加相互切磋的机会，一定能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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