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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体态律动教学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应用
唐国强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南行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101）

摘要：在教学研究实践中，达尔克罗兹发现身体就是一件最

好的乐器，所以他认为一切艺术的源头和基础就是将身体当作第

一件乐器进行训练。同时他认为音乐本身是一门以听觉为基础的

时间艺术，音乐的教学应以听为基础。因此，达尔克罗兹所认为

的体态律动不仅要学习辨别音阶、音程、和弦的种类（听力）、

视唱、听节奏，模唱并击掌、听乐曲片段，判别节奏等这些基础

课程，还要着重训练学生用肢体动作将从音乐听到的各种速度、

节奏、力度、乐句等音乐语言以及各种内心情感所表现出来，旨

在培养学生们有效地利用听觉将身体肌肉作为表达的乐器。通过

不断的训练将音乐、听觉、动作和思维形成一种内在联系，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达

尔克罗兹所认为的音乐与身体肌肉所结合，并不是人们通常意义

上所理解的舞蹈，学要用优美的舞姿来配合动听的音乐旋律，而

是用音乐配合轻松协调的动作，以达到让学生绝对放松的目的。

用轻松和激情饱满的心态去享受并学习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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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曾说：“我喜欢音乐胜过其它一切艺术。”； 马丁 ?

路德曾说“ 音乐是万德胚胎的源泉。不为音乐所动的人，我必定

把他比做木石。假使身充教师而不会唱歌，那简直没有为人师表

的资格。”；贝多芬曾说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

启示，谁能渗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

由此可见，音乐在生命中的重要性，它是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

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本书那么音乐就是这本书中不可缺少的篇章。

音乐能使人快乐，但是不能否认有些人这一生都没有好好学习过

音乐，他们所能接触的音乐或许就是某首被传唱的流行歌曲，但

他们只是接触到了音乐的表面，并没有真正领会过音乐的美好。

他们没有体会过体态律动教学下音乐带来的乐趣。但是在体态律

动教学下，学生能发现音乐的美妙，通过听觉将音乐中所表达的

情感再用身体即兴表现出来，这种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

能力和创造能力，更能让学生发现其中的乐趣从而更积极地去投

入学习。

一、体态律动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现状

在小学教育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学习语文、数学、英语这三

大主课之外，还要学习体育、美术、音乐等辅修课，但是有些学

校他们只重视主修课，而辅修课并不被他们所关注。他们所倡导

的实用主义，也就是说考试考什么他们就学什么，辅修课往往被

他们所忽略。但是学习要劳逸结合，不能只让学生“死”学。应

该适当转移学生的注意力，不能阻止学生去培养自己兴趣爱好，

所以辅修课程也应该被重视。有些学校虽然比较重视学生的兴趣

培养也开设了音乐这门课程，但是，有些小学音乐教师只会按照

课本教学生唱歌，老师教一句学生唱一句，这种教学方法，只能

证明老师教会学生唱了几首歌，并没有教会如何让学生去享受音

乐，也并没有教会学生如何更深入的去理解音乐。虽然体态律动

教学方法很早就在音乐教育中所应用，但是因为有些学校不重视

音乐这门课，或者因为有些音乐老师对体态律动没有明确的认知，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小学音乐教育偏离了教育目标，音乐老师

忽视了对学生的音乐教育素质培养，忽视了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

有些音乐老师所认为的体态律动教学就是音乐与舞蹈的配合，而

舞蹈由老师编制，忽略了体态律动的初衷是学生根据不同音乐配

合肢体即兴表演，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同时也削减了学生的音

乐的学习热情。小学音乐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素

质以及对音乐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二、体态律动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体态律动教学能更好的营造课堂氛围，学生通过自己对所听

到音乐的理解，能即兴表达出来。万事开头难，可能刚开始的时

候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有一定的难度，但老师要积极引

导学生去参与其中，比如老师先给同学们做个示范，然后再请一

位同学给大家表演，这样一个带动一个能让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再通过一两节课的练习，学生和老师都习惯了，那就会发

现体态律动教学所带给大家的乐趣是很多的，比如在上苏教版小

学音乐《再见吧，冬天》这节课时，老师可以先让学生听一遍这

首歌，学生用心去感受，将自己所有能想象到的用身体表演出来，

然后让其他同学去猜一下这位表演的同学想表达的是什么，这样

以做游戏的形式来教学，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增进同

学之间的友情。

三、体态律动教学提高学生创造能力

体态律动教学通过学生即兴的身体表演，更能激发学生的创

造性。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培养的重要阶段，小学生基本上都是

活泼好动的性格，所以，老师应该顺应他们的性格让课堂轻松愉

快些，轻松的环境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如，在上《快乐的

小舞曲》时，老师应该激励学生上台表演，还可以提问学生听完

这首歌想到了什么，学生可能会回答舞裙、舞鞋等，这样的教学

方式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胆量，还能提升他们的想象力从而提升

创造力。

四、结语

小学音乐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而

体态律动教学是小学音乐的基本方针。学生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

解即兴表演，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好可以提

高学生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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