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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音乐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之一，它用节奏与律动打开我们的身体与心灵，使人在音乐中受到感染。在审

美的教育中，音乐与舞蹈不分家，将声势律动这样肢体语言较为丰富的音乐传达方法融入进初中音乐教学

中，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并且可以吸引学生主动关注音乐，还可以提高课堂学习效率，

平衡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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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势律动在初中音乐教育教学中的意义 

1.1  全面挖掘与训练初中生节奏感 
声势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指捻、节拍。日常生活中

的运动，还有拍手、跺脚等用来表示节奏，这是使用最古

老和最有节奏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达与交流，这样最古老

的节奏方式为教学也提供了材料。20世纪 20年代初，欧
洲的新思潮层出不穷，其中，奥尔夫受到达尔克罗兹体态

律动的新音乐教育体系的启发，开始摸索动作与音乐教育

彼此交融和补充，最终发现了声势律动这一音乐培养方

法。节奏训练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卡尔•奥尔夫创建
的。声势律动的核心是将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乐器，通过

人的运动来挖掘音乐的基础。根据声势律动的教学，是通

过物理活动的节奏性，来体验和发展人们的节奏，将其作

为拍打节奏的工具。对于中学生来说，他们已经有了协调

度。西方的音乐教育家曾经讲过：“儿童音乐学习的初始

阶段便是节奏的学习”，这句话直接表明了节奏感在音乐

中所占地位之重。五音与节奏感都是可以靠后天练成的，

声势律动同时也是挖掘和培养学生节奏感的一大有利武

器，养成会打节奏的习惯，它会潜移默化的存在于我们的

意识中，表现在行动中。初中是对艺术与知识重要的启蒙

阶段，声势律动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很重要。 
1.2  帮助初中生开发其创造性思维能力 
对于初中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有了细腻的情感，四

肢能产生更和谐的肢体语言，洞察力也更加强大。因此，

掌握声势律动的节奏能更好地理解音乐知识，学会打节

拍，以提高他们的体验和享受音乐的过程，在更好的年龄

和谐发展，并帮助他们发展创造性的思维能力。音乐是一

种没有国界的语言，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学生在声势律

动的学习过程中发觉音乐的魅力，不仅为自身音乐素养奠

定基础，还通过学习音乐来提高学生的音乐美感，改善学

生的艺术观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是实现高质量学

习的重要过程。同时，学习音乐提高的不仅仅是音乐素养，

它还潜移默化的培养了人对艺术的审美观念，这与三观中

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都挂钩。 
1.3  促进学生创造力 
声势律动实际上也是一种音乐表演的形式，学生在这

样的表演中酣畅淋漓的进行自我展现，在教师的指导下渐

渐明白声势律动的表现规律，便可以自己进行创造，合理

地设计出自己的律动环节，与音乐保持一致的声势律动方

法不仅仅只有一种，学生发挥想象力，也可以设计出不同

的环节。有效地发展学生的创作能力，只有拥有丰富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才能与温和而优美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肢

体语言让学生在人体运动中表现出对声音的感觉，例如，

在利用声音的游戏中表现出音乐风格。运动的设计应该尽

量小，注重音乐方向和节拍强与弱的变化，以确保学生可

以实现较小的、准确的、简单的，不影响音乐认知的音乐

技能。 
1.4  有助于学生身心平衡发展 
初中生的肢体语言能力比小学强，正在逐渐接受广泛

的音乐教育，声势律动不仅使学生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力

量，掌握音乐的技能，而且也使他们能够丰富个人兴趣和

思维，心向更美好的未来。也可以为学生准备一个特定的

声势律动学习基地，从而，结合生活来更好的进行教学，

音乐能有效地发展学生的身心和气质。声势律动的重点在

于节奏，学生在培养好节奏感的情况下可以更好的解读音

乐作品。在学习劳累后可以通过音乐来放松身心，学会打

节奏后可以跟随音乐节奏带自己进入一个轻松的氛围中，

有着营造氛围、调节情绪的作用。音乐在初中生学习压力

较大时可以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世界中，舒缓情

绪、缓解疲劳，被音乐中的节奏感吸引从而转移注意力，

很好的帮助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2  声势律动在初中音乐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2.1  声势律动必须注意乐感的培养 
声势律动是音乐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对于音乐的质量

和音乐的品质起决定性作用，对于音乐的耐听程度会进行

很大程度的改观。而初中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育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学生对于韵律的不了解，学生由

于是初次掌握音乐这项课程，对于一些高深的律动和节奏

不能很好的掌握，对于一些难度较大的节拍不能很好的把

握住空隙和间隔，会导致教师的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出现许

多的问题。 
2.2  风格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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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如果不注重给学生进行多种音乐类型的鉴赏，会

使得许多学生拘泥于一个舒适圈内不会前进，并且许多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的问题，教师应该多让学生

鉴赏一些其他风格的音乐，并且从中吸取一些音乐性和乐

感的启示，为自己接下来的音乐学习和音乐创作积累更多

的经验，以面对音乐课程的更加全面化和系统化的考验。 
2.3  教师应该留意学生的基础节奏掌握情况 
许多学生的基础并不牢固，仍然停留在一些极为简单

的拍子上，对于一些我国的民族性音乐和一些西方音乐不

能更好的掌握，这对于多音乐类型的赏析非常不利，学生

审美低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题材可以使用，同时

学生吸收起来也非常的麻烦，不利于接下来的课程学习，

也会为日后更深层次的学习造成不利。 
2.4  教师要注重让音乐走进学生心里 
学生在学习韵律的过程中，对于一些音乐的概念不是

非常清晰，无法抓住整个作品的感情色彩，无法在音乐中

进行有效的学习。同时教师也会疏忽这方面的指导，对于

一些关键的脉络没有很好的疏通，认为只需要进行简单的

音乐学习就够了，而忽视了背后的人文色彩和人文关怀，

从而使得学生的学习的过程中是缺少一部分的，并且学生

在学习的时候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音乐机器，无法更好地完

成接下来的音乐学习。 

3  声势律动在初中音乐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的
解决措施 

3.1  注重传授学生音乐思想 
在进行韵律的学习中教师应该首先抓住契机，给学生

进行不断的音乐感知，让学生感受音乐的美好。教师应该

给学生搭配一些旋律简单，但是背后充满了一些人文色彩

的作品，让学生可以在学习人文的过程中不断拓宽音乐思

想。例如：约翰列侬的代表作《想象》，这一个作品中虽

然传达的思想非常简单，但是他的音乐性是非常值得研究

的，他身后所代表着的是一个思想的延续。可以让学生对

于音乐的感受理解和对于音乐的想象加深，让学生更好地

在这音乐的海洋中畅所遨游。 
3.2  教师要做好引路人的角色 
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应该给学生一些启示，告诉

学生如何让歌曲更加富有音乐性、旋律性，而这一切都需

要学生掌握足够的乐感才能进行接下来的教学。所以教师

要帮助学生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将这个基础打得

更加牢固，这就需要师生们的不断努力。例如，教师在课

前可以为学生准备一些音乐史或一些理论知识，加以趣味

的讲解讲给学生们听，也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去自行寻找自

己感兴趣的音乐，第二堂课时告知老师歌名与歌手，由老

师播放给大家听，并耐心倾听学生为何喜欢这样的歌曲，

引导学生自己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欣赏的音乐。 
3.3  教师应该多学习西方教学方法 
教师应该去积极观看一些国外的教学视频，并且认真

吸取他们所传达的知识和内容，因为在乐感普及方面我国

的教师普遍比西方的教师缺少经验，缺乏一定的教学空

间。例如在“强唱”这个词语中，西方的意思是真切的唱

歌，但是国内却翻译成了撕扯和大叫，这对于音乐韵律的

学习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教师可以借鉴国外的先

进方法和思想，便可以对自己的教学能力进行补充，让自

己的教学可以更加优秀。例如，在课前为学生准备一些西

方歌曲，并将歌曲的故事、背景和作者所讲述的事都告知

学生，让学生边听边感受。教师应该从小处做起，在进行

音乐教学的时候应该让学生多留意身边的音乐性，如小贩

叫卖和喇叭的广播都是富有音乐性的，要让学生从生活中

就处处留心，来观察生活中的音乐性，对学生的乐感可以

起到补充作用。 
3.4  教师同学生合力进行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正视时代的发展，同时要不断

将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改良。无论针对什么样的学生，遇

到什么样的课堂都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从而使得教学

方式多种多样，教学效率提高。例如，教师可以在每节课

后进行投票活动，了解各个学生对这堂课的满意度，想要

教师改进的地方，并写出自己在课上欣赏与无法欣赏的歌

曲，教师随之更改备课任务，帮学生解决问题。随着新课

改的推出，教育界更加重视学生的差异化和个体化，更加

督促教师以人为本进行教育，音乐教学也要随之改变。 

4  结语 

在新时代新课改为要求的大前提下，学生全面发展是

教育改革的一大重点。初中生音乐课堂上声势律动的教学

培养，是积极响应了我国大课改环境下要求学生全面发展

的工作的过程。初中音乐教育有一定的特点，从系统学习

的角度来说，它为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奠定了基础，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意音乐教育的内容，声势律动在

音乐课堂中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教学。在初中阶段，培养学

生正确的观念，使他们能够打下基础，直到学生能够表现

出自己的音乐和创作内容，以实现整体的音乐质量的提

高。在未来，教师一定会遇到更多的学生，学生的问题可

能也更加不尽相同，也会遇到许多的艰难险阻，但是教师

们应该有信心将它们一一克服，因为教师的心中始终怀着

一个崇高的信念，那就是为学生的茁壮成长和学习进步奉

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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