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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培养高中学生的音乐节奏感
雷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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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社会各界对现代人才的需求逐渐革新，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变得越发重视。基

于音乐课程的特殊性，部分学校对其缺乏重视，不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学生素质教育，应加强音乐课程

教学改革，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培养学生音乐节奏感，使学生具备音乐审美能力。本文通过结合当前高中音乐节奏感培养的意

义与现状，结合学生实际需求，通过以情景带入辅助乐器的方式，优化高中音乐节奏感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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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about how to cultivate a sense of musical rhythm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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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the demand for modern talen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s

gradually been innova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usic curriculum, some schools lack of attention to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student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music curriculum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nse of musical rhythm, so that students have musical aesthetic ability.

This paper optimizes the strategy of cultivating high school musical rhythm by combin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music rhythm training, combining the actual needs of students, and bringing auxiliary instruments into the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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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音乐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节奏感课不仅对学生的音乐学习具有重要的促进作

用，还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及全面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

响。基于高中音乐教学阶段，学生以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

更助于教师对学生音乐节奏感的培养。

2 培养高中学生音乐节奏感的意义

首先，音乐老师必须根据高中学生的特点，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融入学生创新意识，通过完善的教学模式，训练高中

学生音乐节奏感，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然后，在进行

声乐课程时，教师必须在旋律教学开始的时候就对高中学生

实施专业化培训，从最单纯的音乐旋律训练入手，循序渐进

地指导学生，逐渐提高他们对歌曲旋律的认识，从而培养对

高中学生的歌曲兴趣。最后，老师还可以通过形象直观说明

的方法，帮助学生正确地理解歌曲节拍的内涵，从而提高学

生对乐曲旋律的正确理解。同时，伴随老师与学生有效的互

动，在交谈中指导学生正确掌握乐曲知识，从而帮助学生了

解歌曲旋律的技巧，并结合游戏以及多媒体技术进一步指导

学生更好地完成节奏练习。

3 当前高中音乐课堂节奏感培养的现状

音乐不仅能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质，还有助于开

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音乐素养。在音乐教学中，节奏训练

是学生学习音乐的基础，教师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依照当前

音乐教学现状，大部分学生对音乐节奏感的把控能力较弱，

往往会呈现出跟不上节拍、跑调等情况，无法真正地去体会

音乐中的美，从而导致教师教学效率以及教学质量的不理

想。随着国家对高中音乐教育越发的重视，在新教改的严格

要求下，要求学校在教育过程中融入创新意识，做到与时俱

进，但是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部分音乐教师教育方式过于

老旧单一，在音乐节奏教学中仍采用传统教学理念，未能真

正融合进数学课堂教育。在高中阶段学生课程相对紧张，对

音乐课程学习不够重视，同时受音乐节奏感教学方式的单一

的影响，更加使得教学内容缺乏乐趣，降低学生参与感，不

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音乐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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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尊师重教”的传统，及千百年

来以师为本的课堂模式，导致了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教师的教

授仍在音乐教育开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学生也习惯于

被动的接受。

二是由于我国应试教育体制的现状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音乐课经常处于“副科”的尴尬地位。音乐教学中教学目标

不明确，在大多数时候，一节音乐课的目标往往是笼统的：

“学会一首歌”至于学到怎样的程度，音准如何，等等却不

明确。

三是虽然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音乐教育，越来越重视

“五育并举”但是音乐在同学们心中仍然处在一个尴尬的地

位。身边的孩子们，把音乐当做课外活动的人不在少数，他

们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课程来看待，诚然，这是有

历史原因的。而且现在的 00后是新一代的数码原住民，他

们自出生起就接触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对音乐的热情也由

此降低。现阶段，部分学校将音乐纳入了学校的考试体系，

但是仍旧有很多同学只是应付，应付课程，应付考试。

4 培养高中学生音乐节奏感的策略分析

4.1 结合实际，培养学生对音乐节奏感的兴趣

在我国当前的高中教育中，音乐课堂本身为学生带来悠

闲、娱乐的感受，因此在轻松的教学氛围中，教师更能够通

过音乐调动学生的情绪，引导学生去感悟生活实际中的美

好，音乐教育对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音乐教

学首要目标是要求学生具备对节奏的感知能力，通过在音乐

节奏感中去发觉音乐的美，进而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培养学

生美好德行。除此之外，由于音乐种类丰富，其中富含的情

绪多种多样，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多听积极向上

的音乐内容，也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因此，教师要

转变单纯教授的教学思维、课堂操作中抓牢“任务驱动”。

以生为本将“任务驱动”贯穿于教学中，可以发掘出更丰富

的学习内容、更灵活的学习方式，这要求教师转变以往的课

堂设计思维。从以知识导向来设计我要教什么？学生要学什

么？的知识传授方向，转变为任务驱动，问题驱动，即将教

学目标分解为教学任务，首先考虑“学生什么样的表现才算

完成了学习任务”从关注问题答案，到关注思维过程，思维

能力的转变。任务驱动教学的开展更加依赖于教师的“实践

智慧”使学生在学习任务和学习问题的带动下一直处于兴奋

的课堂参与状态。形成，自由，和谐，尊重，共进的班级氛

围。增加学生自我效能感、实现学生自我价值，从而更大程

度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最终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并

且可以实现“教学相长”的目标，帮助教师，更好、更快、

更深层次的发展，提升教师的综合素养。

4.2利用现代键盘乐器，提高学生音乐节奏感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达，人们对声乐教学日益关注，

当前声乐教学开始逐步走向系列化。例如，一些学生会定期

开展校内外的声乐培训班，很多高中学校开始逐渐设置了完

善的声乐教学设备，这为训练学习者的歌曲节奏感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在乐曲的教学活动中，首先老师可充分展开音乐

表演，让学生欣赏老师的弹奏技法，并根据老师的音乐表演

想象乐曲内涵，在培养了学生的音乐想象力与创造性的同

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歌曲节奏感，从而带动了学生音乐素质

的全方位发展。首先使用了现代键盘乐器，以辅助学生调整

音准，其次老师也可通过演奏现代键盘乐器，帮助学生建立

正确的音准模板，给予学生直观的感受，通过现代键盘乐器

演奏流行乐曲，着重加强乐曲中的节奏段落，从而熏陶学生

对音乐节奏的感知能力。

4.3运用肢体语言引导教学，提高学生音乐审美能力

肢体动作是指拍腿、捻指和拍手，这些肢体动作对于高

中学生而言比较简单，教师在教学中只需引导学生跟随音乐

做出正确的肢体动作即可。也可以采用现代键盘乐器与体育

运动的结合，通过自由调节敲击节奏，进而配合体育运动呼

吸频率，既能引领身心感悟节奏韵律，又能促进高效运动达

到强身健体效果，既可以及时满足音乐伴奏需求，又能够烘

托课堂积极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4.4掌握音乐节奏的技巧，将节奏感融入音乐中

在乐曲课程中，课程教材的编者会针对学习者在各个时

段的身体发展状况，设定不同的乐曲类型，不同的乐曲类型

能够让节奏练习产生较多的变化。教师被要求给学习者介绍

各种乐曲类型蕴含的旋律，要求学习者了解乐曲旋律的技

巧，把节奏感融合在乐曲中。教师应给学生个性化发展充分

的重视，充分利用各种种类的歌曲中的旋律变化，通过各种

方式锻炼学生的节奏。学生在掌握各种种类歌曲知识时，会

在情感上得到陶冶，在动作上更加表现出节奏感变化。学生

掌握歌曲旋律技巧后，会在歌曲演奏中，通过旋律提高歌曲

表现力。

4.5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

在音乐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生对一些乐曲的规则和

技巧原本就比较陌生。因此，“教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要

以开放性问题和“以人为中心”的问题为主。”例如“你认

为这首歌更适合什么节奏”等等，这样的问题更具有正向鼓

励的作用。再次，教师在提出问题后，应当延长问题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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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时间，因为学生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充分思考而形成

答案，问题的等待时间过短，不仅会使得学生的思考层次较

浅，还会阻碍更多学生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在学生回答问题

结束后，教师要变赞赏性反馈为追问型反馈，避免学生给出

的是猜测性的答案，而并没有真正理解问题的内涵，在反馈

中可以采取让学生说出自己对同学答案的看法的方式，引发

学生的思考，在同学间进行讨论。

我们可以设立“互助评价小组”以小组形式进行回答，

以小组形式进行互相评析。首先，同龄人之间的表达更加容

易理解，其次，以学生作为评价主体还可以在学生层面实现

教学内容由输入到输出的转化，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

解。为了激励学生，我们还可以设置小组积分制对学生进行

奖励，可以发放奖牌，奖状等精神奖励还可以是“作业的减

负”等“物质奖励[11]。

5 培养高中学生音乐节奏感过程中引入过程性评价

体系的辅助分析

无论是以生为本，还是以师为本都不可否认教育过程是

一个互动的过程。教学与学习的整个教育过程是师生交互的

过程。在良好的教育过程当中，师生必须针对教育和学习的

效果有评析、反馈，如此才能在教育中谋求进步。过程性，

学习性评价能够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性，达到对教

育效果及时评析、反馈、提升的目的。笔者认为，针对现阶

段高中音乐课堂的现状，建立适当的评价体系可以有效促进

高中音乐课堂的推进。

5.1 思维转变

学习性的评价不同于教师以往常用的终结性评价，也不

同于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整堂评析的课堂评价，它重视并强

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且，学习性评价的展开前提要求教师

转变以往的课堂设计思维。从以知识导向来设计我要教什

么？学生要学什么？的知识传授方向，转变到评价先行，即

将教学目标分解为教学任务，首先考虑“学生什么样的表现

才算完成了学习任务”从关注问题答案，到关注思维过程，

思维能力的转变[12]。学习性评价落实到实践中更依赖教师的

经验，对教师的实践智慧要求更高，要求教师能将学习性评

价的评价机制贯穿到一节课的始末，让学生获得课堂的参与

感，为课堂敲响良好的节奏。

5.2学习性评价开展前的准备

在学习性的评价开展之前，教师需要基本掌握现阶段学

生的学情，充分评估学生的能力。这里并不是说“教师需要

完全掌握学生学情与能力，才能开展学习性评价”，因为开

展学习性评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师生进一步掌握学情，

评估并提升学生和老师的能力。而只是要求教师在开展和设

计学习性评价之前，对于现阶段学生的能力处于什么层次？

要通过本次学习增长什么？有基础之上的掌握。只有满足了

这些条件，教师才能更清楚的知道，学生有什么样的表征可

以判断学生已经完成了本次学习任务，更好的设定评价标

准。例如，一些学生对于专业化的音乐知识是否是陌生的，

学生们对音乐节奏相关知识的掌握是多少？因此，我们在教

授专业化的音乐知识时除了应当关注浅层次知识外，还应当

着意于内容意思的理解，促进高中学生音乐专业概念的掌

握。

5.3评价标准的精心设计

“对评价标准的精心设计”是国内相关领域研究学者共

同强调的开展课堂学习性评价所必须的重要前提。学者王微

认为，“一节课的评价目标不宜过多，重在精准、明确[4]。”

我们不能将模糊性的，程度性的词汇，引入评价标准中，如

“充分掌握”、“基本了解”等等。在制定评价标准时，应

当加入可判断的词汇进行有效反馈，明晰的，有层次的反馈。

如在节排教学时，评价标准可预设为：学生能否说清楚节拍

是怎样形状的符号，能否说清楚节拍的简单作用？倘若学生

掌握较好，还可以进一步升华为能否识别单纯的节拍片段？

能否运用正确的技巧说出一首儿歌的节拍等等。评价设计可

以层层深入，不断地提高。

同时，对评价穿插于课堂教学中的时机，渗透于课堂开

展中的方式进行多元化个性化的设计，也是评价开展设计中

的重要一环。考虑到小学生的具体情况，在音乐课堂上，教

师应向学生解释评价标准，并引导学生，讨论标准，最终认

可评价标准，以此，来建立一个贯穿始终的评价体系。在教

学过程中，对照评价标准，逐步完成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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