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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学对学生音律感和节奏感的培养策略
朱亚平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学，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新课程标准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理念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在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思

想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而如今的教育教学也不仅仅只是理论知识的传授，对于小学音乐来说，其老师要充分明确教学目标以

及教学任务，让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以此培养学生的音律感和节奏感；由于学科地位的不断变化，以往很多被学生和

老师附属为“副科”的学科都已经逐渐成为必修课程，音乐学科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极力改变教学现状，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

本文主要谈谈小学音乐教学对学生音律感和节奏感的培养策略。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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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音律感就是情感和音乐的律动性，这是天生得的乐感，

而节奏感是指乐曲的节奏性或对乐曲节奏的感觉能力，小学音乐

是学生的启蒙教育，培养学生的音律感和节奏感，能够为学生之

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也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能

力，从而真正地去感受音乐的魅力，顺利完成教学目标，达到事

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因此，下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谈。一是利用

肢体语言引导，二是加强听力节奏训练，三是运用乐器辅助教学，

四是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一、利用肢体语言引导

在如今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学生音律感和节奏感的培养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这需要学生日复一日的训练，需要老

师潜移默化的引导，那么其老师就可以在平时的教学中采用体态

教学法，也就是结合肢体语言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作品中的音律和

节奏，从而调动起学生的各个感官，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进行肢

体活动。

例如在教学苏教版小学音乐《小鼓响咚咚》这一节内容时，

其老师就可以将拍手和跺脚结合起来，采用肢体语言引导学生感

受音乐，首先是老师领唱时要一边用手敲打节拍，一边将音律和

节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视觉把音律和节奏变得具象，然后

在学生学习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其老师可以要要求学生在节奏强

烈的地方跺脚，直至顺利的学会这一首歌曲。

二、加强听力节奏训练

在如今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可以

通过听力训练实现，所谓感知能力的提高，是培养学生音律感和

节奏感的基础和基石，那么其老师就要重视音乐听力训练，选择

一些音律感和节奏感强烈的音乐让学生欣赏，然后慢慢提高难度，

逐步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不要在正式的教学中只重视对学生乐

理知识的传授。

例如在教学苏教版小学音乐《我若是小小鸟》这一节内容时，

其老师就可以加强学生音乐听力的训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大自然，让学生先聆听大自然中小鸟的

声音，然后再去听这一首歌曲，让学生有切身的体会，从而去提

高学生的音律感和节奏感，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能够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三、运用乐器辅助教学

在如今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虽然说素质教育已经逐渐趋

于成熟化，但应试教育的影响还是非常深重，仍然有很多老师在

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带着功利心，只重视结果，而忽略了过程，小

学音乐的教学不仅仅只是让学生学会唱一首歌而已，更加关键的

是提高学生的音乐能力，所以应该运用的乐器还是要运用，这样

可以真正提高学生的音律感和节奏感。

例如在教学苏教版小学音乐《大风车》这一节内容时，其老

师就可以在学校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运用乐器辅助教学，让学生也

体会一下除了唱歌之外的乐趣，以此在体验中提高学生的音律感

和节奏感，针对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性格特点和心理特点，大

型乐器不适合学生，小型乐器和一些简易的乐器适合学生，比如

口风琴、卡祖笛和陶笛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做。

四、紧密联系实际生活

音乐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在如今的小学音乐课堂教

学中，学生的音律感和节奏感比较差的根本原因，就是学生在学

习音乐的过程中体会不到共情的感受，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学生只

是为了学习音乐而学习音乐，没有真正意识到音乐对自身的意义，

那么其老师就可以在正式的教学中紧密联系实际生活，以此增强

学生的参与感。

例如在教学苏教版小学音乐《春雨蒙蒙的下》这一节内容时，

其老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创设生活化情境，让学生先

感受春雨和暴雨的不同，从而有一定的乐感，然后再播放这一首

歌曲给学生听，让学生自主的进入到春雨这个情境中去，体会这

一首歌曲的音律感和节奏感，从而在正式的学习在更快地理解歌

曲内容。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如今的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老师要真正意识

到培养学生音律感和节奏感的重要性，并且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设计和制定适宜的教学方法，做好学生的音乐启蒙教学，

为学生之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这个过程，小学音乐的

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提高，有利于真正促进小

学音乐的成长，从而实现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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