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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精神世界之中的产物，音乐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在音乐中获得情感的共鸣，同时也能够陶冶情操。音乐学科在小
学阶段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能够将音乐教学的优势发挥出来，同时为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发展带来积极影响。顺应教学体制改革
的实际影响，小学阶段音乐教学也逐渐意识到教学方法的创新，为此，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创设体态律动展开深入
探讨，希望能够使得音乐课堂充满生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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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教育逐渐走向现代化，小学音乐教

学作为小学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之一，在长期的教
学实践中，对音乐教学工具的探讨从未停止，体态律动教学法
逐渐走入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当中，并且获得十分广泛的关
注，应用此种教学方法具有诸多的优势，其中能够使得小学音
乐教学课堂充满生机，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以此带来教学效
果的提升。 

一、小学阶段音乐学科教学的发展现状 
（一）缺乏应用前瞻性的体态律动教学理念意识 
小学阶段音乐学科教学活动的开展，成为小学生成长发展

中所不能忽视的一项内容，也是提升小学生音乐素养的重要渠
道，是丰富学生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现代化的小学阶段音乐
教学中虽然能够意识到体态律动教学理念应用的重要性，但是
由于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禁锢[1]。广大小学音乐教师一时间难以
对自身的教学理念作出恰当的调整，因而导致体态律动教学理
念的前瞻性影响难以在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来，导致小学阶段音
乐学科教学效果不甚理想，课堂教学不具有活力，学生的学习
状态死气沉沉，难以感受到音乐的美感，无法丰富自身的精神
世界。 

（二）音乐学科教学形式在小学阶段不够丰富 
小学开展音乐教学，大多是因为顺应教学体制的需要，但

是一些学校缺少对于音乐学科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对音乐
教学投入力度不够，教学活动的开展往往草草应付了事，教学
方式方法不够丰富，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讲较为单一，在多元化
教学方法的需求之下，小学音乐教师虽然能够进行教学方法创
新的探索，但是依旧难以摆脱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长久以来，
也会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丧失学习兴趣，学生对于音乐学科
学习的重视力度不够，无法发挥出音乐学习的积极影响[2]。 

二、小学音乐教学中创设体态律动的举措 
（一）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基本音乐节奏感 
想要在根本上使得小学音乐课堂充满生机，释放活力，因

此需要重视起在音乐教学中创设体态律动，促进小学音乐教学
体制的改革。为此，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重视起对于学生音
乐学习基础的夯实，体态律动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具有极高的节
奏感，这同样也是在平时教学中注重提升学生的基本功，应当
从音乐基础性理论知识方面入手，提高学生的音乐基础知识掌
握情况，主要涉及到音乐学科的基本理论以及音乐课程体系等，
学生在此阶段中的学习，能够使得自身的音乐能力获得质的提
升，同时建立起整体的音乐体系[3]。学生对于音乐内容的学习，
也颠覆了以往的学习方法，由简单至复杂的学习，使得学生更
容易接受相关的音乐知识，同时有利于培养自身的乐感。基于
体态律动教学开展的实际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以应用相
关的信息技术，掌握小学生成长阶段的年龄特点，重在观察心
理因素的影响，培养音乐学习兴趣，同时辅助应用现代信息设
备，使得音乐活动的开展具有多样性，同时在教学中增强有趣

性，以此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强化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 
体态律动教学方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想要实

现课堂教学效果的生机以及活力，需要教师能够不断弱化课堂
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将学生放在关键的位置，将学生视为课
堂教学活动的掌舵者，使得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获得提升。教
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在体态律动教
学中应当彰显个性化教学实践，同时能够对体态律动教学方法
加以创新，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使得学生能够全身心的投
入进音乐课堂教学当中来，不能够对所有学生都应用千篇一律
的教学方法，提升课堂教学的生动性看，让学生在学习中逐渐
探索出一种适合自身学习的方法，提升课堂学习的有效性[4]。 

（三）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应用体态律动教学方法开展小学音乐教学，想要实现音乐

课堂教学效果的生机与活力，在突破课堂教学局限性的同时，
教师也需要帮助学生创设一系列的课外音乐活动，拓展学生的
视野，同时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发现学生的音乐潜能。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为学生组织
一些音乐活动，如合唱团，或者是乐器演奏等，让学生积极踊
跃的参与其中，使得学生能够将课堂中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有用
武之地，将音乐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也
能够使得学生针对所学习的音乐内容与其他学生展开交流[5]。教
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具体表现情况，对学生展开及时的音乐评价，
建立健全音乐教学考核评价机制，所纳入的考核内容需要包括
学生对于乐理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乐感能力、音乐实际应用情
况、音乐鉴赏情况等，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结束语： 
小学阶段是学生综合能力提升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

同时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小学阶段的教育工作者也往往重视
学生对于主要学科的学习情况，一直将音乐学科放在弱势的地
位，音乐学科重视力度不够，教学活动开展效果不好。应用体
态律动的教学方法，可以在根本上改善小学阶段音乐学科教学
的发展现状，使得课堂教学能够充满生机与活力，让学生对于
音乐学习充满兴趣，以此提升音乐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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