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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浅谈即兴演奏在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张迪

约克大学音乐学院，加拿大·多伦多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音乐创作中，即兴创作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中国古代音乐家通过即兴演奏创作了许多音乐作
品。然而，随着20世纪初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建立，受德、日、苏音乐教育体制的影响，中国的音乐教育中对学生即兴表
演的培养逐渐消失，这也促使笔者去探索现代中国音乐即兴创作教学法，既可以用于表演，也可以用于学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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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在中国音乐教育中的缺乏 [1]，

激励笔者在加拿大约克大学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探索和研究

北美专业音乐学院高等教育的课程，促使笔者深入探究西方

即兴演奏教学法，从而丰富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理念。

2 即兴演奏的概念和定义

现代音乐即兴演奏和创作被西方很多音乐家及学者定

义为“ ”，即现场的音乐演奏、作

曲、创作 [2]。

即兴演奏教学法通常以培养创造性和想象力为目的，

在音乐教育系统也被西方、中东一些国家广为使用。北美和

欧洲的音乐学术界对即兴表演的研究逐渐增加，包括布鲁

诺·内特尔和斯蒂芬·布卢姆，他们在 20世纪 80年代发表

了重要的论文，表现出了他们的兴趣。第一次学术会议关于

即兴演奏为“跨越国界即兴表演研讨会”在加州大学圣地亚

哥分校举行 [3]。即兴表演从 2000年开始被美国的专业音乐

教育者视为标准技能之一 [4]。如今，欧洲（如德国）和北美

的许多音乐学院（包括美国和加拿大）都开设了即兴课程。

除北美及欧洲的国家以外，中东很多国家的音乐即兴演奏作

为主要表演形式，如北印度的音乐家，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进

行音乐创作，为了能在演出的过程中完美地表达自己的音

乐，北印度的 sitar演奏家，每天进行数小时的即兴练习，

以便灌输和记忆大量音乐创作素材，在音乐会当中创作出自

己的音乐 [5]。

两千年前，中国古代音乐是自发创作的，这种现场即

兴表演的传统可以定义为即现场的音乐演奏、作曲、创作。

中国音乐家在演奏、创作中探索音乐和技巧，演奏家在创作

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形成了“人琴合一的演奏状态”。随着

中国音乐的发展，即兴演奏，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教学理念尚

未应用于中国大学、音乐学院和中小学的音乐课程中。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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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即兴表演在学术领域的忽视，激励笔者在加拿大约克

大学读博期间探索当代中国音乐即兴演奏教学法，创新教学

法和教学材料，既适合演奏，也适合学术研究及教学的应用。

即兴演奏教学法可用于发展、开拓、探索中国现代和传统音

乐即兴演奏课程，目的是丰富中国音乐教育内容，并引导学

生拓展创造力和想象力。 提出，年轻人在学校

的教育是需要帮助他们成为创新者，通过年轻人的创新力量

来提高世界核心竞争力 [6]。笔者认为，这种理念也意味着失

散已久的中国传统的音乐创作方式将要复兴，也就是说，创

新传统将要迎来复兴时代。

3 即兴演奏在西方教学的发展

西方音乐教育和表演领域已经将即兴创作和教学整合

到了专业音乐的学习当中，包括大学，音乐学院、和私人音

乐工作室。在专业的音乐院校和私人音乐教育机构，通常使

用三种方式进行即兴创作教学：①惯用法，以特定的风格教

授即兴表演；②自由即兴创作的方式，鼓励探索个人的感觉

和感知，并用音乐来表达和描述；③音乐教育方法，提供一

些基本的音乐创作素材，如节奏型，简单的旋律为基础目，

探索音乐创作的可能性 [7]。

惯用教学法包括“通过特定风格的音乐、传统的风格”

教授即兴表演 [7]。这种方法通常应用于爵士音乐教育。爵士

演奏者学会用音阶和弦进行，进行旋律的即兴创作和演奏。

有些爵士演奏者也会把自己喜欢听的爵士音乐写出来或是

模仿著名的即兴演奏者演奏的音乐 [8]。由于它植根于对即兴

创作的“思考”视角，这种方法很少培养学习者的创造性视

角或帮助激发潜在的创造力。笔者的目的是试图开发一种

新的现代中国即兴创作教学法，从而拓展学生的创造力和

想象。

在即兴表演教学中，除了惯用模式外，自由即兴模式

也被广泛采用。这种即兴创作的方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进入

音乐探索、实验音乐和新音乐发现的入口 [6]。从那里，即兴

演奏者发现了新的音乐风格和结构，探索新音乐的可能性，

并在当下对新声音进行探索和实验。自由即兴演奏包含了

“特殊音效、刺耳、‘丑陋’或令人讨厌的音色”，这些特

殊音色增加的音乐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 [6]。Bailey在 1992

年指出，这种即兴演奏方法通常被受过古典训练的音乐家所

采用，他们厌倦了古典演奏的限制 [1]。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她

们探索乐器能够创造出来的可能性，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声

音，创造出自笔者的音乐风格和探索出新的技巧。

第三种模式通常用于音乐教育体系，如在小学和中学。

通过这种模式，在学习即兴创作音乐的过程中，需要进行音

乐技能的训练，学习基本的音乐理论知识和作曲技巧。通过

这种即兴创作的方法，人们可以在指定的节奏模式基础上创

造自己的音乐，从而发展自我音乐才能和创造力。这种方法

的音乐创作，为学习者提供了基本的即兴创作思路，但是这

种教学法对学生的演奏水平和技巧，音乐基础知识，创作技

能有一定的要求。

上述三种教学模式都有各自的教学目的，能有效地实

现即兴创作。笔者在博士期间研究针对中国音乐教育中对创

造力和想象力培养的缺乏，提出运用第二、三种教学模式探

索现代中国音乐即兴创作演奏教学法。

4 现代即兴演奏教学法的研究动机

很多西方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和即兴演奏的学者努力的

探索和解决一个问题 如何引导学生去创作自己的原创

音乐？如何能够使演奏者的“灵魂”与乐器融为一体，主动

地表达自己内心的音乐和声音？如何去引导学生有效率学

习即兴演奏？一年前，和一些与笔者有着相同音乐专业学习

背景的中国朋友分享了笔者的几首即兴演奏录音。为了解他

们对即兴演奏的音乐作出的真实反应，在给他们听录音之前

笔者并没有告诉他们这是即兴创作的作品。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是作曲家写的新作品，并说这部新作品很好听。他们中有

人问起笔者是哪位作曲家创作的新作品，笔者回答说：“这

是我和朋友的现场即兴演奏，没有任何事先的讨论和准备，

我们只是坐在不同的房间里，带着耳机，通过聆听彼此的演

奏，通过音乐彼此交流，进行的现场创作和录音。”他们说：

“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你们是如何即兴创作的？如果我让

你教中国器乐的即兴演奏，你会如何教？”

笔者的论文试图解决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对创造性训练

和培养的忽视，通过使用扬琴作为开端探索中国现代音乐即

兴演奏和教学法。因为许多接受过学术培养的音乐家和学生

可能会认为即兴创作（没有作曲为依据的演奏）是“乱弹”

或是没有意义的演奏，所以即兴演奏尚未被大部分专业音乐

院校作为一门课程，去培养学生的创作和创新能力。大多数

学生遵循导师的要求去演奏作品，形成了一个“标准”的音

乐表达方式为了通过入学和在学校学习和考试。

为了寻找前进的道路，当笔者在中国完成了中国音乐

表演学士学位后，笔者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继续研

究音乐，不仅把中国的文化和扬琴音乐带到国外去，同时融

合的现代西方一些即兴演奏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从那里，笔

者开始了音乐即兴创作的一个新旅程。笔者选修了由

Sokol教授在约克大学创建的“当代音乐与即兴创作”课程，

他的宗旨是帮助学生发现自己潜在的创造力。第一次参加这

个班的时候，笔者很沮丧，因为虽然笔者是一个经验丰富扬

琴的演奏者，但笔者不知道如何即兴创作，所以笔者演奏了

一首扬琴作品。

从那时起，笔者发现了，笔者对即兴演奏和自我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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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缺失。但这也激发了笔者对即兴演奏的兴趣。从他的课

上，笔者学会了如何在自由即兴和音乐教育模式的结合下，

进行即兴创作。这让笔者从中国传统音乐和当代音乐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用音乐表达了自我内心

的情感。笔者意识到，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可以加强引导和

培养学生的自我创造力和想象力。

即兴创作，作为一种创新的音乐创作方式，它可以帮

助激发个人潜在的音乐创造力和想象力。探索出现代中国音

乐即兴创作的教学法是笔者一直以来研究的方向，音乐它有

助于中国学生培养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加拿大学习的几

年里，笔者学习了不同音乐风格的节奏模式、音乐术语、现

代作曲方法（变奏、排列组合、五度循环等）、无声电影的

即兴创作、音乐与绘画、音乐与舞蹈等，多种合作形式的即

兴创作。笔者和来自不同文化的音乐家即兴创作出不同风格

的音乐 [9]。例如，当与吉他演奏家合作的时候，他可能会即

兴一段和声的走向，笔者会通过分析和深入的倾听他们的演

奏，即兴创作出一段旋律，让音乐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通过学习和练习即兴创作，笔者发现即兴创作是一项不可或

缺的技能，它是人类对音乐的一种潜在的音乐才能，具有自

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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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素材作引子，让学生感知书本知识和现实行业的密切

联系。本环节基于基本理论、行业现状等导入项目需求让学

生明晰课程的重难点，为学生完成任务提供理论依据。

任务驱动，师生共同参与

将教学内容蕴含于教学任务中。此环节让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主动学习并解决问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学习与巩固新知识与新技能。教师作为指导者、引导者的身

份，学生是完成任务的主角，此环节师生、生生会进行充分

沟通与互动。

小组合作，展示任务成果

任务探究后，组内成员进行协作学习，梳理、汇总并

形成完整作品。同时，教师要充分了解各组的情况，及时发

现各组在任务完成及展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针对个别

问题进行个别指导，针对共性问题集中讲解。成果的展示在

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学生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

点与见解，锻炼自身的能力，观点的交流与智慧的碰撞贯穿

于学习的整个过程。

5 结语

实践证明，“项目引领 +任务驱动”教学法能够促使

实现《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教学效果，大大增强了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实践技能，强化理论知

识，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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