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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本文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学说，并融入达尔

克罗兹、柯达伊、奥尔夫教学方法，在小学音乐教育中

使用动态感知教学方法。简单的肢体动作可以组织音乐

内容的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的许多元素，并

在创造性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加强它们，从而激发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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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在音乐学习中为学生创造积极的条件，在音乐教

育中实现自我。

一、多元理论中的动觉智能

根据加德纳人类多元智能类型的研究，动觉智能是

一种运用心智能力来协调自己身体动作的能力，这种智

力挑战了认为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无关的普遍观点。动

觉智能是个体利用整个身体来表达想法和感觉的专业能

力，能为我们提供敏捷性和协调性，以协助我们成功地

完成动作。如哑剧演员、运动员或舞蹈家都具有很强的

动觉智能；用手部动作进行创造的专业人员同样具有较

强的动觉智能，如工匠、雕塑家和手术医生。这种智力

还包括了一些身体技能，包括协调、平衡、敏捷、力度、

灵活性和速度。动觉智能是通过控制整个身体，对事情

做出反应并表达内心感情和思想以及动手操作的能力。

学生的身体动觉智能水平直接关乎着学生的感知能力与

表达能力。人类在其幼儿时期至小学阶段的学习过程中，

大多数基本知识的掌握都是经由模仿、亲身实践和他人

所表现出来的肢体动作而获得的，音乐知识的建构亦不

例外。但综上所述，动觉智能也可以理解为：合理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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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操控身体力量的能力、熟练地使用动觉控制物体的能

力、将身体动觉智能与大脑力量协调统合的能力。

二、动觉智能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在音乐课堂教学中老师师充分发挥学生的动觉智能，

创造可以使学生切身真实体验的动态性的音乐教学情景，

并剖析了在音乐教材中最能运用和训练学习者身体运动

智能的学习要素，同时开展各类音乐实践项目。通过对

动觉智能的关注，可以尽量多的给予小学生肢体运动锻

炼的机会，使他们全身心地投身到音乐课程的教学之中。

教师通过训练孩子的身体动作能力和培养他们的动觉智

能，可使学生更良好的掌握对音乐审美价值的认知和对

音乐理论知识的建构。

个体身体在发育早期的身体节奏变化会影响整个阶

段的节奏感。小学时期是训练他们身体运动能力和音乐

律动感的最佳时间。由于他们所处的阶段，肢体发展能

力、头脑发展能力、身体灵敏度和性格特点均显示出好

动不爱安静的特征。小学生的这些特点，使其更适合利

用和开发动觉智能。

（一）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中的动觉智能

体态律动教学是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部

分，他强调将身体视作一个乐器。达尔克罗兹认为：“这

种教学方法就是要让音乐和运动之间存在对应的表现关

系”。而在音乐课程中，通过体态律动培养学习者的节奏

感也是达尔克罗兹教学方式中的一项重点内容。而这个

教育理念就是强调以体态律动教学的方法为指导，通过

身体的动作行为去训练每位学生的节奏律动感。同时达

尔克罗兹也指出，在体态律动的教学和传授的过程当中，

教师不要只让学生听音乐，还必须使学生能够真正喜爱

上这种音乐课程。如此才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以便于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

我们还必须从孩子本身所具备的韵律能力入手，使孩子

们可以在听到音乐的同时发现并感知身体的律动，使音

乐教学在内涵与模式上丰富起来。

学生可以通过为每个节奏组选择特定的动作来学

习音符的持续时间，以不同的节奏运动。根据要学习的

节奏元素，在动作中使用不同的节奏组合——走、跑、

站。在动作练习中与音乐的节奏、乐句、力度紧密和谐

地进行。达尔克罗兹建议使用自我身体的可能性来描绘

旋律的方向。如果旋律向上移动，学生可以抬起指尖或

双手向上显示旋律的移动；如果旋律向下移动，学生可

以蹲下或倾斜从而显示旋律向下移动。为了提高学生的

内在音乐听觉，最初的旋律方向学习可以让学生闭上眼

睛进行。

达尔克罗兹的音乐教育方法较好的利用了动觉智能

理论，开发了小学生的动觉智能。小学生运用肢体动作

的协调、节拍和脉搏的经验，进行简单的移动和即兴演

奏。他们可以伴随着不同节奏、力度的音乐，描绘出音

乐的本质和特点。

（二）奥尔夫声势教学中的动觉智能

奥尔夫的音乐课堂生动活泼，教育方式多姿多彩。

奥尔夫特别注重让学生“动”起来，进行“综合式、即

兴式”的音乐教学。每一次教学活动对教师和学生来说，

都是一次富有创造力的活动。奥尔夫提到：学生在学习

时，应该把动脑、动手、动脚完全结合起来，全心全意

的去体验音乐并表现自我。希望孩子们在课堂上活动起

来，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学生通常通过肢体来感知音乐，最常见的是通过动

作。声势教学方法是奥尔夫的教学方法中最有特色的教

学方法，也是最值得人们探索与掌握的教学方法之一。

在声势教学中，音乐节奏显然是实施课程学习种的关键

要素，但要有效的实施声势课程教学，就必须将声势课

程教学中的音色、节奏和身体运动能力三项要素紧密联

系。因为声势课程教学主要依赖于身体运动，即学习者

可以利用打击不同的身体位置，产生不同强度的声响，

再配合节奏的协调，使每个学习者都能够轻易的使用声

势，并且能够毫无负担、自然的表现出来。奥尔夫声势

教学中的常见动作一般包含：捻指、拍手、拍腿、跺脚，

这四个动作分别对应了女高、男高、女低、男低四个声

部。现在随着奥尔夫教学法在各地的应用与发展，也逐

渐增加了很多新的基础动作，比如拍肩、摩擦衣服、脚

步声音等。

奥尔夫声势属于有节拍、有规律的运动，但是相对

于运动而言身体律动是不发出声响的，只不过动作幅度

的范围要相对大一些。结合着音乐的节拍和身体运动表

现节奏，奥尔夫教学法的体态律动严格意义上延续了达

尔克罗兹的“体态律动”，强调学习者从身体与心理两个

层面进行真正的放松并投身到音乐之中，身体则由于内

心对音乐的体验、感受，而自然的形成外部动作。奥尔

夫的体态律动练习主要由一些基础动作组成，个人练习

主要包括头部、肩、手、腰、腿、脚等身体部位的运动。

另外也有多人律动，比如两人或几个人手拉手围成一个

圈等。学生律动练习是对音乐不同的旋律、强弱以及情

感都能够通过身体的律动来表现。

奥尔夫声势教学中能够很好的开发小学生的动觉智

能。小学生对音乐的创意很感兴趣。基于小学生的主导

活动是游戏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参加带有游戏元素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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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动。可以通过音乐游戏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学习唱歌

或音乐基础知识。奥尔夫音乐教学的肢体律动是不能缺

乏的，教师应该通过指导学生调动自己的肢体，利用肢

体活动来表现音乐。

（三）柯尔文手势教学中的动觉智能

用手势给音高定位，是由匈牙利著名音乐教育家柯

尔文所创造的。柯尔文手势教学将基础理论知识和艺术

实践相结合，灵活生动的训练学生对节拍及旋律的学习

和把握能力，强化学生听觉、视觉以及动觉的综合反应。

尔文手势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发散性思维。学

生在运用手势和身体动觉的过程中，唱出不同的音高，将

视觉和动觉有效地加以结合，增强了学习音乐的自主性。

柯尔文手势采用了生动形象、简单、直观的肢体手

势动作，引导学习者了解各个音高之间的关联，有助于

学习者唱准音调，正确演唱。柯尔文手势的使用，是在

老师与学生之间进行唱名学唱、调节音高、以及彼此互

相交流的一种很有效地身体语言教学手法，有助于教师

改善课堂效率，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演唱能力，提高他们

对音乐内容的认识和表现力，尤其对小学种低年级的歌

唱教学有良好的帮助。

在音乐教课程中使用柯尔文手势，可以较好的发展

小学生的动觉智能。作为一种身体语言，柯尔文手势将

抽象的音高关系变为具体地感受，把无法掌握的音准变

为实际可控的身体语言。柯尔文手势能够有助于学习者

建立对音符唱名的相对音调的联系，将学习者不易把握

的音调从一定意义上予以视觉化、形象化。

三、动觉智能对小学音乐教育的积极作用

（一）培养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

小学生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爱好，他们喜爱聆听

各种曲风类别的儿歌，例如内容丰富多彩而不单调无味

或欢快活泼又富有旋律感等特色的儿歌。这种律动感强

烈的音乐会带给他们肢体语言本能的律动和模仿，也因

此可以培养孩子肢体语言各部分的协调性与灵敏度，使

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丰富的音乐知识，同时还能

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在动觉感知的过程中提高了肢

体语言的协作能力。

（二）加强学生的艺术表现力

艺术表现力可以通过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呈现，让

观赏者体会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和表现力。动觉认知的体

验过程非常重视小学生身体与心理间的密切关系，而也

就是因为肢体动觉的丰富多样，才能够更高效的开发小

学生的音乐艺术表达能力。在各种音乐风格的调动下，

还可以使得音乐的节奏感、韵律感等更为真切的融入到

每个学习者的身上，从而更加深入丰富他们对音乐的认

识。这种动觉的感受能够激发他们的表演潜力，可以促

进和发挥他们的个性，对于小学生自己对音乐与艺术表

达的热情有着一定的鼓励和提升作用。

（三）丰富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

学生既是音乐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对音乐欣赏

感知的主体。儿童发挥音乐认知才能的最好阶段正是在

小学阶段，伴随着他们身心的全面快速发展，他们的运

动觉、听力等都获得了明显的提高，特别在对音乐的节

奏和旋律方面显示出了越来越丰富的感觉。音乐老师可

利用这一时期学生的身体特点，运用动觉感知活动贴近

学生认知，从而调动学生的动觉感官感受，并引导学生

利用身体动作表达音乐，将听到的音乐用动作表达出来，

多方面丰富对音乐的感知，同时也会丰富学生的情感。

四、结语

动觉智能在音乐教学中的运用使音乐学习过程呈现

出多变和动态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学生可以更

好地展现和发展他们的音乐潜力、身体能力和个人经验。

音乐教育是最有效地促进人们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包括动

觉在内的感知能力的方式之一。在音乐教学中运用动觉

智能，可以使教师能够更成功、更有趣地组织教学过程。

当小学生以身体作为表现手段，律动性的做出各种动作

来表现音乐时，这表达了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力与创造力，

并有助于提升小学生的音乐感受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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