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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身势动作对小学音乐教学的辅助作用 

方飞飞 

仪征市新集中心小学  江苏扬州 

【摘要】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为了有效的将律动教学与课堂教学相互结合，需要将身势动作融入到音乐

日常教学中。这样可以让学生加深对音乐的认知理解，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音乐中的节奏，提高小学生对音乐的

兴趣。身势动作在音乐课堂中的引入，还能够帮助小学生在音乐课堂中集中注意力，给课堂营造相对活泼的学习

氛围。本篇文章主要探析身势动作对小学音乐教学的辅助作用，希望可以为小学音乐教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起到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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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teach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mbine rhythm teaching with 
classroom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body movement into music daily teaching. In this way, students can deepen 
their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music, help students better grasp the rhythm of music, and improve the interes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music. The introduction of body movement in the music class can also help pupils concentrate in the 
music class and create a relatively lively learning atmosphere for the clas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auxiliary role of 
body movement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hoping to play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teach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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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课堂通常都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音

乐课堂上的课堂氛围不活跃。小学生对音乐比较感兴

趣，但是在音乐课堂上的表现相对不够活跃，可能是

因为小学生自身对音乐的认知程度较低，同时音乐的

基础比较薄弱，使得学生在课堂上不能够更好的表现

自我。作为小学音乐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应该重

视这一问题。合理的将身势动作融入到音乐教学之中，

可以使学生在课堂上更加积极活跃，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学生效率。 
1 教学实践策略 
1.1 活跃课堂氛围 
在进行音乐教学时，音乐老师应该从学生的心理

特点出发，将教学气氛活跃起来，给学生足够的活动

空间[1]。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培养学生的情感表达

能力，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注重与学生的日常沟通，

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音乐课堂的热爱程度，激发

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于音乐的学习积极性充分调

动，课堂中的学习氛围也就会更加活跃，为学生主动

积极的学习音乐打下扎实基础。 
1.2 激发学习兴趣 
通过相关调查发现，当学生对某个学科产生足够

的兴趣，那么学生在该学科中的学习态度一定是积极

主动的，学生在这种学习的态度下，可以更好的掌握

学到的知识。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怎样有效的提高

学生对音乐的学习的兴趣，对于音乐教学是十分重要

关键的。同时在课堂上，老师应该增加音乐活动的开

展，让学生在课堂活动中提高对音乐的热爱。鼓励学

生在活动中登台展示，在学生表演完毕后带头给学生

鼓掌，将掌声送给勇敢的学生。只有老师全方面的与

学生进行沟通交流，才能有效的拉近与学生的距离[2]。 
1.3 掌握节奏难点核心 
在进行新歌曲的教授之前，我通常会将歌曲中的

重要节奏音效抽取出来，让学生们提前进行节奏的训

练，通过身势律动来化解歌曲中的节奏难点。这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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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新歌教授的时候，就会极大的节省时间，学生

学习新歌也会相对简单一点[3]。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

可以让学生的学习过程充满开心，还能够让学生对节

奏阴性的理解更加的直观明了，可谓一举两得。通过

身体律动活动，学生能够很快的把学习过程中难以理

解的点进行解决，这样学生的学习效率有了极大的提

高，课堂上的学习氛围也更加好了，这对学生继续学

习后面的新内容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在这些节奏活动

的运用下，课堂气氛很快就被活跃起来了，学生们在

课堂上也更愿意主动的展现自我。 
1.4 提升学生音乐感知 
在歌曲的情感和节奏下，合理的将肢体语言融合

在日常教学之中。例如用跑、跳、拍手、跺脚等，将

歌曲的节奏直观的演绎出来，将律动教学与日常课堂

教学进行结合，能让学生更好的感知音乐和理解音乐。

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的掌握一些难以掌握的节奏，还

能有效的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从而使得课堂

的效率更高。 
2 课堂动听结合 
2.1 改变课堂模式 
传统的音乐课堂往往都是以唱歌为主，一整节课

都是唱歌模式，学生在位置上基本没有什么动作。小

学生通常比较好动，课堂上仅仅只是用传统的教唱，

不能够激发学生对于音乐的兴趣，会让学生感到音乐

学习比较枯燥乏味。在音乐教学中，如果在学生唱歌

时加入手势动作，能够让学生活跃起来。老师应该根

据所教学的音乐节奏，创编出与节奏相符的手势动作，

更好的激发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 
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极大的激发学生对音乐

的学习兴趣，还能更好的掌握附点节奏。对歌曲在歌

唱过程中的附点节奏以及情绪进行处理，能够使得学

生掌握这首歌的歌唱要领。身势律动在小学音乐教学

中，进行有效的相互融入，可有使得音乐教学简单生

动。使得音乐以一种相对简单活泼的方式传授给学生，

可以更好的激发出学生对音乐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 
2.2 强化音乐节奏 
音乐家奥尔夫曾经说：“原始的音乐绝不是单独

的音乐，它是动作、舞蹈以及语言紧密的融合在一起

的”。相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如果我们

听到节奏比较强的歌曲的时候，身体便会不由自主的

伴随着音乐的旋律扭动起来，沉浸在音乐之中，这就

是我们经常讲的律动[4]。 
律动其实是我们在听到音乐后，身体按照音乐的

节奏进行舞动表达，通俗来讲就是通过身体来进行音

乐情绪的表达。在进行小学音乐教学时，在课堂上多

开展一些律动活动，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对于音乐情

感的体验，更好的增强学生对于音乐的感知。将律动

更好的融入到歌曲之中，可以让学生更直接的感受到

歌曲的节奏。在教学活动中，多进行律动与歌曲的相

互融入，可以有效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能够更好

的活跃课堂上的氛围。 
3 节奏为主导，注重综合性 
歌曲的节奏本身就能够表现出自己独有的音乐的

的意义，从节奏入手可以更好的掌握音乐、舞蹈以及

语言这三者，也可以将这三者更好的连贯起来。对于

小学的音乐教育开展，节奏的训练有许多自身独有的

优势，节奏活动和学生的心理节律有着重要联系，节

奏活动可以不用借助外界的器材，知识借助身体来进

行表达，更加容易被学生所领会,使得学生参见音乐活

动的难度降到了最低。在每节音乐课，都用节奏活动

作为开课活动，或者用与本节音乐课所学音乐的节奏

内容，作为课前的节奏活动[5]。 
身势动作融入到学生的音乐学习中，还能够有效

的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和自身个性的发展。更能有效

加强学生，对于音乐艺术特性，以及基本结构原则的

感性认知。在进行音乐的创作以及练习中，老师应该

多过鼓励学生进行各种的节奏练习。在节奏练习的时

候，可以是普通的记谱法，也可以是学生自己摸索出

来的记谱方法。 
身势教学是从相对简单的肢体活动，然后慢慢过

度到人体乐器，最中发展成其他乐器的教学形式，学

生在最开始时接触到的是最同意领会的，从而消除掉

学生的心理压力以及心理负担。在以后进行新内容学

习时，都确保前一项内容已经被完全熟练的掌握，从

而保证学生对于技能的学习始终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

之内。目前为止，不论是在学校内还是在学校外，对

于音乐的学习已经是学生生活中的重要乐趣。 
4 巧用律动，展现音乐魅力 
对于学生身体律动的教学，不能仅仅为了让课堂

看起来整齐，而让学生停留在一个动作上的练习。在

进行教学时，应该鼓励学生表现自己的个性，进而更

好的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因此，在进行律动教学的环

节，我会让学生充分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同时让学生

参与到课堂律动形式的床创编之中，从而更好的提升

学生自身的创造力[6]。学生们有的把自己的身体模仿出

摆钟的形式，有的用急促的跺脚来为主旋律伴奏，有



方飞飞                                                                  探析身势动作对小学音乐教学的辅助作用 

- 189 - 

的学生用灵活的抖肩来表达马儿的洒脱。在进行创编

时，学生们集体合作团结一心，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

们对于音乐的兴趣，还锻炼了孩子们相互间的合作能

力。在课堂上传统的教唱模式被律动活动进行替代，

课堂的氛围明显的活跃了起来，学生也在音乐的学习

中找到了乐趣。 
5 结语 
在小学的音乐课堂上，用律动活动替代掉传统的

教唱模式，将律动活动融入到学生的音乐学习之中，

不单能够提升学生的音乐节奏感，还能够让学生更加

喜欢音乐课，是提升学生音乐素养的重要方式。能够

更好的释放学生的天性，让音乐课堂“躁动”起来。

音乐老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灵活的将身势律动运用

在教学之中，在能够更好的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让

学生更喜欢对于音乐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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