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音乐是一种优秀文化，可以使人们在欣赏过程中获得一种美
的享受和体验。小学音乐教学教师不仅要传授音乐的基本知识，
还要培养学生的节奏感，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体律教学法的
运用，可以让学生在音乐中积极观察和体验生活，同时培养和
激发他们的音乐节奏感，提高他们对于音乐的审美能力，甚至
可以通过自己创作一首音乐歌曲来充分表达他们的情感，为日后
更深入地学习音乐艺术奠定扎实的基础。

1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运用体律教学法的重要意义
1.1提高学生音乐创新能力和表现能力
同样的音乐，不同学生听到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情绪。体律

教学法的实施过程还是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到引导学生的作
用，细节上的表现需要学生自己掌握，教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身体节
奏的有趣性。因此，老师给予学生广阔的表现空间，他们不再满足
于仅仅动动手脚，而是将动作组合起来形成“舞蹈”。

1.2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增加音乐兴趣
一首歌由多个部分组成，有时涉及不同的人物角色。因

此，学生不能单独用身体完成歌曲的演奏。这时候就需要对学
生进行分组安排、练习和合作，最终形成完整的“表演”。在
这个过程中，同学们会有交流沟通，彼此之间的了解也会不断
加深，体现出一定的合作精神。此外，体律教学将身体的创新
元素引入音乐课堂，改变传统音乐课堂的固化教学模式。

2  小学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
2.1课堂教学内容枯燥
小学音乐教学内容通常以唱歌为主。学生只需要动动嘴就能

完成教学。如果学生身体部位不参与的情况下，学生可能在音乐
课堂开始时保持一段参与积极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不可
避免地会感觉教学内容枯燥而产生厌倦学习的心理，注意力就会
不集中。

2.2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有的小学音乐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单向灌输方式模式，教师

只顾自己的教学，学生被动接受，课堂缺乏乐器和其他活动的参
与，不能激发学生音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另外，课堂上，音乐
教师很少涉及教材以外音乐知识，导致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2.3教师的专业素养无法达到素质教育要求
有些教师的音乐专业素养并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标准，在教

学方法和教学理念上仍然比较传统，对音乐教学缺乏个性化表达，
使课堂氛围并不浓厚，导致不少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

3  体律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运用体律教学法激发学生音乐兴趣
体律教学方法可以营造一种活泼的音乐教学氛围，传统的小

学音乐课教学过于单调乏味，体律教学方法由于在音乐教学中加
入了肢体动作，使学生音乐的学习更有趣，这种愉快的教学氛围
可以减轻学习带来的压力。例如，在学习歌曲《龟兔赛跑》时，教
师可以把班级桌子进行重新摆放，留出给学生的活动空间，学生
可以在这个活动范围内，跟着音乐的节奏慢慢小跑或者慢慢走路。
经过简单的练习，学生可以很快掌握这首歌的节奏感。此时，教
师可以安排两个小组之间进行比赛，看哪一组走得好。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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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当其他学生走动时，老师有频率的敲桌子，充分调动
全班学生的参与积极活力，让学生更好地感受音乐旋律，进而对
学习音乐更感兴趣[1]。

3.2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首先，体律教学法极富有表现力，学生可以用身体和动作

来表达他们对音乐节奏的感受。例如：在学习《花儿朵朵》歌曲时，
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练习，每个小组中的每个学生都扮演花儿并设
计自己的表情动作，形成一个简单的“花儿舞蹈”。

其次，创造能力。为了调动学生的创造力，激发更多音乐想
象力，教师可以将音乐与表情结合起来创造新的音乐表现形式，
这样不仅可以教会学生唱歌，也提升学生的音乐创造能力。例如：
在教授《拍手唱歌笑呵呵》时，教师可以在教唱歌的同时，要小
学生表演自己的表情，同桌可以互相传达笑哈哈的神情，以提高
学习乐趣。

3.3提高学生的音调音准
音准音调是小学音乐教学的教学内容之一。然而，很多教

师会在传统的音乐教学中会忽视音准的个性化教学。为改变学生
的发音惯性思维，教师可以改变上课的地点或是改变练习音调的
环境，针对不同的环境再对每个学生进行音调音准的指导。例
如：在教授《再见吧，冬天》时，教师可以拿好音乐器具、教材
带着学生到学校操场、舞蹈室等场所，让学生熟悉音乐的音调，然
后领学生边走边学，遇到发音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这种方法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上课积极性，改善语调教学的枯燥问
题[ 2 ]。

3.4提高学生的情感表达能力
一个人的正常身体活动情况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然而，许

多学生由于性格内向等原因缺乏有效的情感表达。为改变学生孤
僻等消极性格，运用体律教学法可以对他们起到积极的活跃作用。
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让学生会表现出不同的动作，小学生的内
在情感也会随着身体的律动而展现出来。例如：在《歌表演》教
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歌曲中随意转圈圈、蹲下、跳跃或者拍
手，实现身体对于音乐情感的表达。

总结：根据以上策略分析可以看出，体律教学法运用可以改
善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不足和问题。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小学音乐
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学理念，制定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案，运
用创新的体律教学法来塑造愉悦的课堂氛围，与学生形成较好的
互动关系。同时，教师要积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做好教师角
色认知的转变，从“教育者”向“引导者”、“学习者”和“研究
者”转变，不断探索研究新的教学方法，为培养综合性艺术人才
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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