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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儿童律动特点研究
闫征 宋若曦 刘晓明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01）

摘要：听障儿童是指听力障碍、听力缺陷儿童。调查表明，我国 14 岁以下的听障儿童有 171 万，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

而听障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自身的生理缺陷制约着听障儿童对于感受音乐旋律美以及节奏美，他们只有通过触觉、视觉、

震动的频率感觉等多种感官及残余听力参与这些有关声音的活动。而律动主要包括舞蹈、基本体操、游戏、音乐几个内容，对

于听障儿童来说也是一个打开通向感受音乐活动的通道。虽然近年来探究律动活动的研究文献正在逐步增多，但是从总体上分

析来看，早期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以律动定义、意义、教学方面进行阐述，并未对听障儿童和健听儿童的律动进行较为深入的

测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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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听障儿童是指听力障碍、听力缺陷儿童。据调查表明，

我国 14 岁以下的听障儿童有 171 万，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

体。而听障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自身的生理缺陷制约着

听障儿童对于感受音乐旋律美以及节奏美，他们只有通过触

觉、视觉、震动的频率感觉等多种感官及残余听力参与这些

有关声音的活动。而律动主要包括舞蹈、基本体操、游戏、

音乐几个内容，对于听障儿童来说也是一个打开通向感受音

乐活动的通道。

（二）研究的意义

律动可以发展听障儿童的智力，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协调、

均衡、健康的发展；还可以发展听障儿童的视觉、触觉、震

动觉，调节听力和语言能力。通过美育陶冶情操，补偿听障

儿童生理、心理缺陷，促进个性发展。律动教学，在教学过

程中扬长避短，结合听障儿童的自身条件使其参与到音乐活

动中来。

（三）研究的目的

音乐律动活动是非常受学生欢迎和喜欢的音乐活动，学生

跟着音乐或节奏做有规律的简单模仿动作是律动的主要表现形

式。而听障儿童进行律动活动，能够弥补他们的生理缺陷，让

他们的律动水平有所提高。

因此，本研究活动是为了了解，通过带领听障儿童进行一

系列的律动测试后，听障儿童对律动活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综合起来是何种程度？与健听生相差多少级别？差在了哪里？

听障儿童、健听儿童的男生和女生相差了多少级别？出现这种

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听障儿童的律动程

度和现状，以便进行更好的教学。

本研究将通过自编的测试项目对选取的被试进行评测，得

出数据，进行统计，最后得出结论。将听障儿童律动情况和健

听生律动情况进行对比；听障儿童男生和女生进行对比；听障

儿童和健听生男生、女生进行对比；听障儿童男生、女生和健

听生男生、女生进行对比，然后进行分析、讨论，得出相应的

结论。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随机选取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儿童共 30 人，其中男

生为 15 名，女生为 15 名；年龄为分别为 7 岁、8 岁、9 岁、

10 岁、11 岁、12 岁；随机选取和平街一中小学部同年龄组的

健听儿童 30 人为对照组，其中男生为 15 名，女生为 15 名。

两组均排除严重的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

（二）方法和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法、观察法，辅以文献法。自编的一

套测试项目，包括节奏谱辨别、打击乐器的辨别、钢琴高低音

的辨别、“声势”律动动作模仿四种测试项目；测试工具为：

小叉、鼓、三角铁、钢琴、铃鼓等乐器。

（三）测试标准

选用评分标准 3、2、1、0，并请了两位具有音乐素养的

教学老师以提取两者平均分的方式，为每一位被试学生的表现

给予相应的评价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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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学生 A：节奏：3 分、乐器：3 分、钢琴：3 分、律动：

3 分，总分为 12 分。

4 分数评价：四项测试项目加在一起总分为 0-6 分为较差，

总分为 7-9 分为一般，总分为 10-12 分为较好。

三、研究实施过程

测试观察与记录：

本测试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两种节奏型的辨别与跟拍；

第二部分为辨别打击乐器；第三部分为钢琴高低音两种和弦的

辨别；第四部分为测试者做出一组拍手、拍肩、拍膝、跺脚等

声势律动动作。

这几项测试都是从被试者和本文题目出发，具有合理性、

目的性、连贯性。在做特殊教育学校的测试时，由于大多数听

障儿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听力的，而且基本上都佩戴了助听器，

所以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就是相比普通小学测试时间长了一

些。

在测试特殊教育学校律动状况的过程中，综合看来，听障

儿童还是具有一定的律动能力的。一是大多数听障儿童自身具

备一定的音乐素养，在测试时可以看出有些听障儿童节奏感很

强；有些听障儿童听到音乐时，还可以自主进行一些相应的律

动、舞蹈动作；有些听障儿童自身就很热爱音乐、舞蹈，上课

时认真听讲，能跟着老师进行即兴发挥。二是从下图表 1 的数

据中可以看出，虽然较差和一般程度听障儿童占据了一定的人

数比例，但是 10-12 分较好程度人数比前两个程度的都要高，

证明听障儿童有一定的律动感觉和能力。

四、统计数据：

表 1　听障儿童和健听生测试基本情况

分数区间 分数评价 所占人数 占总体百分比

听障儿童 0-6 分 较差 7 人 23%

7-9 分 一般 9 人 30%

10-12 分 较好 14 人 47%

健听生 0-6 分 较差 0 人 0%

 7-9 分 一般 9 人 30%

10-12 分 较好 21 人 70%

由表 1 可以看出，听障儿童与健听生总体律动情况还是有

显著差异的。健听儿童比听障儿童律动分数更高，总体水平更

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0-6 分的分数评价为较差，听

障儿童总分为 0-6 分所占的总体比率为 23%，比健听生高，所

以健听生比听障儿童律动情况好；7-9 分的分数评价为一般，

听障儿童 7-9 分所占的总体比率为 30%，与健听生比率相同；

10-12 分的分数评价为较好，健听生总分为 10-12 分所占的总

体比率为 70%，比听障儿童高。所以综上所述，三个评价等级

分数的对比，显然健听生比听障儿童律动情况好。

表 2　听障儿童男生和女生测试基本情况

分数区间 分数评价 所占人数 占总体百分比

男生 0-6 分 较差 4 人 13%

7-9 分 一般 4 人 13%

10-12 分 较好 7 人 23%

女生 0-6 分 较差 3 人 10%

 7-9 分 一般 5 人 18%

10-12 分 较好 7 人 23%

上述是听障儿童男生和女生对比情况。由表 2 可以看出，

听障儿童男生与女生总体律动情况有轻微差异，但不明显。女

生比男生律动分数高一点，总体水平更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0-6 分的分数评价为较差，男生总分为 0-6 分所占的

总体比率为 27%，比女生高，所以女生比男生律动情况好；7-9

分的分数评价为一般，男生 7-9 分所占的总体比率为 27%，比

女生高，所以女生比男生律动情况好；10-12 分的分数评价为

较好，女生总分为 10-12 分所占的总体比率为 47%，比男生高

一点。所以综上所述，三个评价等级分数一对比，女生比男生

律动情况好。但是差距没有那么大，趋势趋于平稳。由此可以

说明，听障儿童男生和女生律动情况对比并无较大明显差异，

也就是程度基本相同。

表 3　听障儿童和健听生男生女生测试基本情况

分数区间 分数评价 所占人数 占总体百分比

男生 0-6 分 较差 7 人 24%

7-9 分 一般 10 人 33%

10-12 分 较好 13 人 43%

女生 0-6 分 较差 3 人 10%

 7-9 分 一般 8 人 27%

10-12 分 较好 19 人 63%

由表 3 可以看出，男生与女生总体律动情况还是有显著差

异的，女生比男生律动分数更高，总体水平更好。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0-6 分的分数评价为较差，男生总分为 0-6 分

所占的总体比率为 24%，比女生高，所以女生比男生律动情况

好；7-9 分的分数评价为一般，男生 7-9 分所占的总体比率为

33%，比女生高，所以女生比男生律动情况好；10-12 分的分

数评价为较好，女生总分为 10-12 分所占的总体比率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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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男生高，所以综上所述，三个评价等级分数一对比，显然女

生比男生律动情况好。

（一）听障儿童与健听生节奏、辨别乐器、辨别高低音、

律动状况的差异比较

将聋校与普校节奏、乐器、钢琴、律动两组数据进行分

别分类统计，发现在节奏上面，健听生要比听障儿童好一些，

满分三分占的总体比例较多，占总体的 77%，而听障儿童占

总体的 50%，所以说在节奏谱上面，不光有视觉的观察，

还要有听觉的感知；在乐器和钢琴高低音的辨别上面，听障

儿童和健听生所占比例大致相同；在律动方面，听障儿童和

健听儿童相差也比较大，满分三分听障儿童占总体的 17%，

健听儿童占总体的 53%，满分为一分的听障儿童占总体的

63%，健听儿童占总体的 17%，所以听障儿童律动方面还可

继续干预训练。但律动这组数据也说明了听障儿童和健听儿

童数据均不太理想，证明两者的律动能力相对前几组测试略

低了一些，这可能与他们平时接触律动课程不多、身体协调

性等都有一定关系。

（二）听障儿童与健听生律动情况相关影响因素的比较

1. 听障儿童缺少了重要的获得信息的渠道：听觉

听障儿童只看到事物的表象，造成了大多数听障学生对事

物的认识比较肤浅，比如听不清、感知不到节奏韵律；而相比

听障儿童健听生获得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相比听障儿童

最具备的就是听觉能力，健听生对于节奏、律动的感知是全方

位的，听、看、感三种结合，自然律动程度就要高于听障儿童。

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个别听障儿童基本上是全聋，他

们只能看着我的手势和口型进行模仿，这对于他们律动能力的

测评分数是有影响的。

2. 助听效果的差异

听障儿童由于自身听力状况不佳，需佩戴助听器帮助其恢

复生理功能，使得他们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但由于每个听障

儿童自身情况不同、佩戴的助听器不同，所以助听效果也不同。

由于助听效果有差异，造成了他们用听力感知外界声音、节奏

的效果也不同，律动程度就会受到影响。

3. 听障儿童由于自身的生理缺陷，对外界的感知是缺乏自

信心的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听障儿童很多时候出现了胆怯放不开的

现象，所以消除听障儿童的这种现象，我们需要在平时的教学

中加强培养听障儿童的自信心以及对事物的感悟力，要引导他

们在生活中找寻自信；在成功中享受自信；在活动中走向自信。

4. 自身学习能力的差异

一为听障儿童在学习过程中，低级层次的学习策略应用较

多，而高级层次的学习策略应用较少，所以他们在进行观察和

学习测试者的节奏谱和律动动作时，会有一定的困难，造成了

他们测试分数与健听生有一定的差异。

（三）根据听障儿童律动情况进行合理的教学

根据“听障儿童与健听生节奏、辨别乐器、辨别高低音、

律动状况的差异比较”和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

听障儿童一是节奏感不佳，所以要培养学生的节奏感，节

奏是最基本的音乐元素，也是音乐表达的基本组成之一，在律

动教学中不可或缺，因此，在对听障儿童的律动教学中，节奏

感的培养可以作为第一步。

在律动教学中，我们是可以采用这几种方法来对听障儿童

进行节奏训练的：

1. 运用节奏本身是有规律震动的这一特点，在教学中启发

学生对的节奏的感觉意识

听障儿童虽然听觉是有障碍的，也有完全没有听力的，

但是，对于强烈的震动是有反应的。因此在节奏教学中，我

们可以使用跺脚的方式使得地面有强烈的震动，让听障儿童

在地板的强烈震动下，感受到节奏达到启发听障学生的节奏

意识。

2. 通过听障儿童拍手、走步、歌曲表演等不同声响表现音

乐节奏

在实际教学中，首先要讲解一下音乐的含义以及要表达的

是什么，然后是教授学生按照音乐的节奏拍手，下一步就是按

照拍手的节奏迈出步伐，整个过程需要老师在前面带领，等学

生们都熟练之后，老师可以在旁边只是用手势来提示节奏了。

这样的练习同时还可以加上各种身势，这样既能加强学生的集

体节奏意识又给学生带来了新鲜感使学生产生兴趣。

3. 乐器的使用，教师在给学生练习中不仅可以使用手势还

可以利用乐器——鼓类

大鼓的声音有力浑厚，节奏感明显。在教学中，按音乐的

节奏击鼓，给听障儿童生有规律的信号，来培养学生的节奏感。

（四）男生与女生总体律动情况对比分析

经过对比，可以看出，男生与女生总体律动情况有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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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女生在测试结果的四个方面均比男生高，整体律动情况较

男生更好。出现这个结果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1. 自身生理情况不同

身高和体重。就平均而言，男生身高和体重数值均比女生

大。

体型。男女体型的的差别为：男生肩宽大于女生，女生骨

盆大于男生。

肌肉。男女肌肉的差别为：男生力量比女生大。

骨骼。男生骨骼比女生重，能承受的压力和拉力也比女生

要好。但是女生的脊柱椎间盘软骨比男生厚，弹性和韧性也比

男生好。女生的腰部长，盆骨比较宽大，这样的体型特点使得

身体重心相对较低，可以较好地掌握平衡和稳定感，男生则相

对要差些。

2. 唱歌时，因听觉、声带发展较迟缓，大多数的男孩无法

唱出高音，大多偏低

 操作打击乐器时，男孩由于形体及大小肌肉的运动缺乏

协调能力，大多数的动作僵硬粗重，无法准确敲击在正确的位

置上，制造出较粗糙、混乱的声音；由于性别和习惯等原因，

男生平时较少进行乐感的训练，因此普遍的舞蹈模仿能力差，

节奏感弱。

五、结语

经过以上实验分析得出：

（一）听障儿童律动综合程度中等，具有一定的律动能力，

经过适当的干预律动程度将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听障儿童相比健听生差了一定的级别，在节奏和律

动表现上相差比较多。健听生总分为较好的 10-12 分，为 21 人，

占总数比率为 70%，听障儿童为 14 人，占总数比率为 23%。

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三）综合来看，听障儿童与健听生在律动动作模仿这个

测试项目上分数均没有前三项测试总分高，证明他们的律动动

作水平有限。所以在音乐课的施行中，可以适当采取教学方式

进行干预，以提高他们的该项的能力。

（四）听障儿童男女律动程度无显著差异，这与他们自身

生理情况、助听效果有一定关系。

（五）由于特殊教育学校生源正在萎缩，所以我们的被试

只选择了 30 个，那么在我们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继续加

大被试量，追求更加准确的数据、更加深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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