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总第 212 期） 

851  

教学实践 

身体乐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探究 
◆梁月凤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实验小学） 

 
摘要：人的身体能够发挥多项的功能，在美术的设计上，可进行身体彩

绘，在音乐教学中，身体可作为乐器为歌曲伴奏，最常见的身体乐器就

是口、手和脚，在音乐的互动中，也能够通过拍手、跺脚等动作为歌曲

拍打节奏。身体乐器可随时随地的创建出不同的音乐形式，学生意识到

身体乐器的重要性，他们的音乐审美也会逐渐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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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身体乐器是一种特殊的乐器，身体乐器可自主的调节
音量的大小，演奏出独特性的音乐，此时教师应挖掘身体乐器的
优点，通过身体乐器的不可替代性，寻找适合运用身体乐器的音
乐教学模式，让小学生对身体乐器产生兴趣，从而探索更多的音
乐教学形式，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 

一、身体乐器的优点  
1. 不计成本 
身体乐器成本很低,学生可以随时在自己的身体上创建出不

同的音色和节奏，提高对音乐的探究兴趣，极大地发挥孩子们的
音乐才能,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活跃孩子们的创造性思维,从而
使孩子们迸发出极强的表演能力。 

 2.亲切自我 
人在受到社会的多元化浸染中，会逐渐的丧失自我，无法找

到自己的真实一面，对自己越来越陌生，小学生还处于一个天真
烂漫的年龄段，此时他们的自我表现较为明显，还具有独特的童
真特性，这个时候借助身体乐器的模式，展开音乐的互动教学，
可让学生更好的亲近自我，让学生更加喜欢自我，喜欢音乐。 

3. 即时娱乐，体现经典 
身体乐器打破了时间的限制，学生随时可以拍打出自己喜欢

的节奏，在音乐课堂中融入身体乐器使得音乐教学更具即兴化韵
味，期间可充分的体现出音乐的经典形式，让学生在一个完全自
由的环境中，借助自己的身体乐器表现出音乐的不同形式。真正
的音乐教育，应是在艺术的教学中，传授给学生技能，并激发出
学生的创新能力，身体乐器恰好为学生提供了这种契机。 

二、应用身体乐器提升音乐素养的措施  
1.利用嘴巴提升学生的节奏感  
人的发声主要是依靠嘴巴，而音乐作为一种语言表达形式，

主要是由嘴巴进行发声完成的，因此可以说嘴巴是最为重要的表
达乐器。教师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要充分运用嘴巴的功能，进行
音乐的表达，教会学生有效运用嘴巴进行演奏，不断提升学生的
演奏能力。比如：舌头上下摆动所发出的声音、舌头卷起通过震
动所发出的颤音、用舌头敲击上颚的声音等等都是很好的节奏律
动，这些都能锻炼学生的节奏感。从学生真实的生活中去创造音
乐，从中取材，这样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与主动积极的学习欲望。
因此，在节奏训练中，我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探索生活中声音
的长与短，加以综合。不同的节奏用不同的学生熟悉的“象声词”
读出、拍出，这种方法便于学生记忆、理解。学生读节奏时，不
同的节奏型用不同的读法，使学生必须动脑筋想“是什么音符”，
应该“读什么”，不动脑筋则读不出音节。此法突出了读音的形
象性，尽量做到读起来上口，降低了教学难度，例如，对于基本
节奏型与读法可以这样做：  

（1）2/4 ××××|××××||读作：踢踏 踢踏 踢踏 踢踏
（模仿马蹄声）  

（2）××读作：嘀嗒（模仿秒针走动的声音）  
2. 以“手”为乐器 
以“手”为乐器，是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掌握节奏的方法，

通过手来拍打身体各个部位。比如：肩膀、腿都能成为节奏，一
般情况下都是以拍手的形式来体现节奏的。比如，一年级音乐教
材中的《我今天上学喽》当中就有 2 处节奏上的重点，也是这堂

音乐课的难点，我在教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情境：首先，我用这
样的节奏边拍手和学生打招呼：2/4  X X |X XX|同学欢迎你 当
歌曲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节奏时，对学生来说已不再感到困难，在
节奏感训练过程中，还可以加入基本的指挥手势，对节奏感的训
练会有很大的帮助。如用嘴读出节奏的同时用手打出节拍，并做
到每一拍的速度一致，先由慢速度的练习开始，慢慢地加速度练
习，并做到强拍子的动作较明显于弱拍子的动作。这样做，一方
面可使学生正确地拍出每段节奏所要求的标准速度，同时又有助
于音乐表现力的培养。  

3.以“脚”为乐器 
“脚”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身体乐器，它与手是有着相互衬

托、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它们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以手为乐
器一般是在一定氛围烘托下才会进行的，而脚乐器则是一种无气
氛烘托的形式下进行的，如一个人戴着耳机在欣赏音乐时，当他
完全沉醉与音乐中时，他会潜意识下跟着音乐的律动来用脚来打
拍子，所以说他们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又完全相反的两种节
奏形式，脚也是小学音乐教学中节奏培养的重点。另外，教师要
引导学生叉腰以及拍手，帮助学生掌握音乐的起伏变化，这样在
音乐课堂学习中，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其次有效运用脚来进行课堂教学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脚也是音乐
教学中的重要部位，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忽视了脚的重要性。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脚来演奏各种音乐，以此来活跃课堂的氛围，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学习效率的提升。利用脚步可以
自由的进行演奏，利用脚来充分表达出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在小
学音乐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音乐来发挥脚的功能，
让大家把握住音乐的本质，随着音乐节奏来动脚，以此来引发学
生对音乐的兴趣，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  

4.协调身体进行音乐学习  
“身体乐器”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一种乐器都无法与之相比

较的，它可以像其他乐器一样音色有多样化，音量可大可小。如
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身体乐器”的潜能，奏出最美、最有趣的节
奏，是每个音乐教师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通过对身体乐器的认
识与了解，能够更明确地掌握音乐中潜在的一些不能用语言表达
的知识。例如：在学习《大海》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摇摆，
以此来对音乐节奏有一个全面的把握。针对教学内容，设置一些
摇摆的动作，让学生的身体以脚为中心进行晃动，以此来随着音
乐找到其中的节奏感，进行前后摆动，身体摇摆的速度可以随着
节奏的快慢进行调整，在进行摇摆的过程中要充分保证心灵上的
平静，以此来在音乐节奏中不断感受音乐的魅力，促进学生音乐
学习效率的提升。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身体乐器的认识与了解，能够更明确地掌

握音乐中潜在的一些不能用语言表达的知识，柯达伊在他的教学
理念中指出：“用好的方法在学校教音乐和唱歌，对孩子而言是
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将渴望得到更好的音乐的热诚注入他们
的心灵，这个热诚将延续至他们的一生”，这也是小学音乐教育
者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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