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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体态律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伍冰伶 

（湖南省常德市永安小学  湖南常德  415000） 

 
摘要：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改革，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提出了体态律动

教学，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加强小学音乐课程教学，能够

有效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感受美。本文对体态律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

应用进行研究讨论，进而，分析体态律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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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律动在音乐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小学音乐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相应的伴奏进行辅助教学，进而有效提
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全面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工作。在小学音
乐教学过程中，教师运用体态教学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学生结合体态律动有效培养学生的
审美能力和综合能力。因而，在当前的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要
求教师能够结合学生的发展特征，不断优化创新教学的观念，自
如运用体态律动教学这一观念，有效提升小学音乐的教学质量。 

一、体态律动教学的意义 
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当中，教师结合体态律动教学，能够有

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且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
当中，以有效增强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同时，教师借助
体态律动能够有效加强学生的活动参与意识，有效突出学生的主
体地位，且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此外，在小学
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让学生借助肢体律动以加强对音乐的思考
和理解，让学生将其肢体运动与音乐进行有效融合，能够有效地
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識，并让他们借助音乐的旋律进一步加强对音
乐的感知，同时能够帮助学生准确把握音调。 

二、体态律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注意事项 
1.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在借助体态律动来加强小学音乐教学工作时，要求教师能够

突破传统教育学观念的局限，且能够从传统的应试考试教育思路
向现代开放式的教学思路转换，有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
学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把握体态律动应用的方式和尺度。 

因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
要明确体态律动是小学音乐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并不是主场，
教师要合理地应用体态律动，来充分显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
师应通过正确地引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培养学生
的音乐素养和鉴赏能力。此外，还要求教师能够不断创新教学模
式，引导学生独立自主地思考，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结
合新课程的教学要求，全面加强小学音乐教学工作。 

2.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借助体态律动以有效提升小学音乐

教学的质量，则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相对轻松自由的音
乐学习环境，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来展现自我，有效培养学生的
发散性思维。因而，就要求教师能够结合体态律动，以不断创新
小学音乐教学课堂的内容。同时，要能够结合时代发展特性不断
优化创新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模式，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开展
相应的教学工作，且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对
音乐的渴求，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教学过程当中，
教师还可以结合实际的教学内容不断优化小学音乐教学课堂，以
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当
中，并能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三、体态律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1.加快学生个性发展 
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在当前的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学生的个体差异，优化教学过程，进而达到因材施教的教学效果，
并能够结合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特点加强对其基础知识的教学。 

在小学音乐实际教学过程中，则要求教师能够结合体态律
动，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效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使
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教师在讲授音乐知识的同

时，还需要综合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结合学生的具体学习情
况优化其教学过程，有效加快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对音乐教
学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这就要求教师能够结合体态律动有效加强
基础知识的教学，使学生能够更快、更有效地融入到音乐课堂教
学中，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应的音乐背景，增强学生的学习体
验，进而，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2.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教师可以结合体态律动的教学模式，进一步培养学生对音乐

的感知力和接受能力。教师除了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知识
之外，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能够结合相应的教学内容，以进一步深化教学，进行有效
的扩展，加强学生对音乐的认识，且能够让学生结合体态律动，
借助丰富的肢体语言表达学生内心深处的情感，让学生真正感受
到音乐的魅力以及音乐所带来的乐趣。在此过程当中，教师可有
效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创造能力。同时，教师需要结合相应的教学
内容以帮助学生创造具体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能够结合体态律
动，有效加强对音乐的认识，且能够让学生利用肢体语言来进行
创作，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3.引导学生把握节奏 
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借助体态律动加强教学，对学生就

有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学生能够准确地把握音乐节奏和音调。为
了有效提升其教学效果，则要求教师能够通过相应的示范，培养
学生的节奏感，不断丰富小学音乐教学课堂的内容。体态律动在
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学音乐教学原有的教学机制，使小学音乐教
学课堂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开展，且能够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
差异，真正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优化小学音乐教学课堂。因而，
则要求教师能够通过有效的引导，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带入感，
进而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结合相应的肢体语言以更加
深切地感受音乐知识。还需要教师能够结合相应的游戏活动，以
满足学生的游戏心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学生对
音乐知识的理解和领悟，有效加快人才培养进程。 

四、结束语 
总之，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结合体态律动能够加强小学

音乐的教学效果，且能够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
律，结合相应的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对音乐的认识和感知。同时，
教师应结合体态律动，有效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兴趣，
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和音乐感知能力，提升小学音乐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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