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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舞蹈和音乐关系密切，作为音乐课程教学的辅助手段，舞

蹈元素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增强音乐课的趣味性和艺术性，

还有助于学生对于音乐的理解，以及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

2011 年版的《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程标

准>）对音乐课可采用“学科综合”教学形式的建议，为基础

音乐教育改革带来崭新的理念。“学科综合”是指音乐与戏

剧、美术、舞蹈、音乐、文学、影视等其他姊妹艺术的综合。

综合的视角无疑是艺术的融合、创新和跨域，也对小学音乐课

堂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1  舞蹈语汇的内涵

舞蹈是以身体来表现情感的人体动作艺术，是运用身体语言

的手法表情达意，组成这一语言系统的重要基础材料和物质前提

就是舞蹈语汇。舞蹈语汇作为组成舞蹈的元素，包含了一切具

有传递情义的舞蹈组合、舞蹈构图、舞蹈场景、舞蹈环境等。人

体动作的手势、步伐、舞姿、造型、技巧等律动都是舞蹈语汇。本

研究中所指的舞蹈语汇是适合相应年龄阶段的儿童表演的舞蹈动

作或表现儿童生活的舞蹈舞姿、造型、律动等，都具有形象直观、

易被儿童理解和接受的特征。

2  小学音乐教学舞蹈语汇融入的必要性

目前小学音乐教学大多存在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模式机械

化、教师综合能力不足、课程设计呆板老套等明显的问题。同时

小学的艺术课程中，鲜有学校开设专门的舞蹈教学课程。在音乐

课堂中融入舞蹈元素是非常必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为了使音乐课程的审美体验价值得以更好体现

新《课程标准》编写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即培养

人为中心，我国将艺术教育的目标着眼点发展为了“以美育人”，

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是小学音乐教育最基本的理念，希望通过音乐

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舞

蹈语汇融入小学音乐课堂教学,让学生在音乐中体验舞蹈，在舞蹈

中更加深入地理解音乐，这种通俗易学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的

多感官共同参与审美体验。

2.2 音乐课堂综合性教学理念助力小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在小学音乐课堂中融入舞蹈欣赏及肢体性教学是基础音乐教

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发展的关键。舞蹈语

汇作为舞蹈体态动作的总和，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可以将音乐内容

阐释的更清晰、更饱满、更丰富，有助于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及人格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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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舞蹈语汇可更好阐释小学音乐教学内容

音乐是舞蹈的声音，舞蹈则是音乐的形体，节奏则是音乐和

舞蹈的共同元素和相同点。音乐的特定节奏可通过舞蹈的律动来

体现，舞蹈表演的艺术动力源于音乐的节奏感。舞蹈通过形体动

作把音乐旋律和内涵塑造成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和可视生动的

视觉印象，更易于小学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和学习。

3  舞蹈语汇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体现方式

小学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教材包括唱歌、欣赏、活

动、器乐、歌表演、集体舞、小小音乐剧、音乐情景剧和我

的音乐网页这九个部分教学主题和环节，结合新《课程标准》

提出的感受与鉴赏、表现、创造、音乐与文化四个教学领域，

可以尝试在节奏节拍、欣赏和创造教学中引入舞蹈语汇。

3.1 在节奏和节拍教学中融入舞蹈肢体动作

节奏教学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整个小学阶

段音乐学习兴趣的建立以及教学质量的高低。节奏存在于节拍之

中，节拍也离不开节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音乐的骨架。在

小学音乐课堂中不使用任何乐器便可以实现用肢体动作直观体验

和把握音乐节奏的目的。具体可运用拍手、拍腿、掐腰、跟点步、

转手腕等动作进行基础律动。比如，在《其多列》的教学中，可

引导学生通过拍击身体部位或桌凳对二八节奏型和四分节奏型进

行身体感知。在教授《娃哈哈》时用腿脚部动作和身体移动进行

后十六节奏型律动训练。甚至还可根据音乐风格和内容融入古典

舞、芭蕾舞、蒙古舞等简单的特色舞蹈动作。此外，在朗读歌词

时也可把语言节奏和动作节奏相结合，进行节奏和节拍的训练。

3.2 舞蹈语汇可以和音乐欣赏相融合

音乐欣赏本身是一种具象的感知行为，通过听乐曲，感悟音

乐情感，发挥想象，拓展音乐内涵，从而实现情感、审美、理智

的相互感应。舞蹈语汇与音乐欣赏的融合，可更好地引导学生想

象，提升他们对音乐作品的剖析和理解，是学生发展思维的有效

途径。比如在《金孔雀轻轻跳》教学中，傣族孔雀舞轻巧平稳、双

腿持半蹲状、双膝起伏重拍下沉、手指臂腕柔韧刚性、身体三道

弯造型的特点，可以帮助学生感受到孔雀的灵动和优雅。在讲授

《新疆好》时，可以播放2015年心连心艺术团赴新疆慰问演出的

歌舞组合表演，通过新疆舞蹈动作的学习和打击乐器的练习，让

学生感受新疆民族音乐的风格特点。

3.3舞蹈肢体动作在音乐创造教学中的应用

新《课程标准》将创造列为小学音乐课程四个内容之一，并

明确指出音乐是一门极具创造性的艺术活动。音乐创造教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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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探究音乐与音响、即兴创作活动和创作实践（区别于专业

创作学习）。例如，在“聪明的小动物”“长鼻子”“咯咯

哒”和“可爱的动物”几课的教学中，可鼓励学生想象动物

的形象，在唱歌的同时模仿动物的鸣叫声和动作，并根据音乐

的节奏即兴表演。在“手拉手”“童话故事”“跳起舞”和

“巧巧手”几课中可引导学生根据歌曲风格和内容，在听唱时

即兴做动作，并即兴创编同歌曲情绪一致的律动或舞蹈。

4  新《课程标准》理念下优化小学音乐教学的思考

根据新《课程标准》对小学音乐教学提出的指导性建议，

为了更有效地将丰富的舞蹈语汇融入音乐教学，可以进行更多的

创新和尝试。

首先，努力开发校本课程资源，将地方音乐、舞蹈文化资

源与小学音乐课程充分结合。比如广东小学音乐课可将岭南音乐

中粤潮汉三大民间及粤曲小调、地水南音、海丰渔歌、客家山

歌等的内容引入，并结合涌现出的大批优秀歌舞作品开发多样化

的网络教学资源库。

其次，激发教师创造精神，加大师资培训中音乐创造内

容，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很多音乐教师的教育背景以技能型环

境为导向，单纯的技能训练或专业理论灌输为内容，教学中一

味模仿，缺乏创造。可以打造小学音乐创造教学案例库、金

课、精品课等优秀课例，通过研讨、观摩、网络互动平台互

学互助，为教师教育与发展搭建平台。

另外，注重小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舞蹈与音乐融合时应

因材施教。小学生骨骼未完全发育，稳固性、张力、耐力等

不足，但柔韧性、弹性、可塑性强。同时他们又活泼好动，

模仿力强。应选择与小学生生理和心理特征相匹配，难度适

中、技巧简单、易理解、欢快轻松的动作融入音乐课堂教学。

5  结语

舞蹈与音乐都是美的艺术，音乐是舞蹈的灵魂，舞蹈是音

乐的回声。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舞蹈语汇的融入是可行和创新的

教学形式。把音乐比作“逗哏”，舞蹈便是“捧哏”，两者

结合将有助于提升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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