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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动作体验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师  悦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道南学校  712000） 

 
摘要：小学音乐教学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促进学生艺术修养提升，对于

综合素质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小学生活泼好动，小学音乐教学要有效

利用这个特点，将动作体验融入到小学音乐教学中去，让学生在身体律
动中去感受音乐，这样既能激发音乐学习兴趣，还能亲身去感受音乐节

奏和韵律，对音乐的认知会更加全面和深刻，感悟音乐所要传达情感，

小学音乐教学也就能起到陶冶情操的目的。本篇文章主要通过个人小学
音乐教学经验，对动作体验在音乐课堂中运用策略进行探讨，仅供小学

音乐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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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音乐教学存在着一个奇怪现象，学生喜欢唱歌，

但是却对音乐教学缺乏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音乐教学方式过于死
板，学生不能在音乐学习中感受到趣味和快乐，音乐学习自觉性
不够，对于音乐作品也就不能深入理解，审美情趣无法提升，欠
缺音乐感知能力和音乐灵感，导致小学音乐教学不能顺利完成目
标。动作体验是唤醒学生音乐学习动机，提高对音乐直觉感知能
力的有效途径。动作体验使得小学音乐教学变得更加灵活，在音
乐教学中身心会更加舒畅，感受音乐的美好，逐渐喜欢上音乐教
学。 

一、小学音乐教学中融入动作体验积极作用 
小学生对音乐的认知能力低，在学习的课程中一些比较抽象

的音乐元素，比如节奏和旋律，很难通过语言让学生深入去了解，
学生对这些音乐要素没有掌握，音乐课堂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
扣。因此，小学音乐教学要通过融入动作体验，通过引导学生进
行身体律动，让他们感知音乐，体会音乐的律动、音乐等，这样
就能获得更为直观的体验，对音乐要素的认识和理解会更加深
入，同时还能感受音乐作品所传递情感，对于音乐认识会上升一
个层次，陶冶情操。动作体验在音乐课堂中有效运用，学生投入
音乐教学主动意识会增强，在体验的过程中通过动作和音乐的结
合，让复杂的音乐要素变得更为直观和形象，音乐学习会充满趣
味性，学生愿意主动去动作体验，在快乐的氛围中去学习音乐，
音乐灵感会被激发出来，从而具备创造能力，这种能力不但会音
乐教学会起到促进作用，还会影响到各个学科学习，是一种个人
发展必须具备的能力。小学音乐教学是单纯的聆听和演唱为主，
都是通过声音来传递音乐，动作体验则是要在听音乐的过程中，
配合上肢体动作，帮助学生更好感知音乐，体验音乐中所包含的
情感。 

二、动作体验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1、动作要简单化 
小学生的肢体运动能力有限，音乐教学中运用的动作如果过

于复杂，会超出学生的律动范围，他们不能顺利完成动作，自然
也就不能感知音乐要素，同时对动作体验的兴趣会下降。所以，
小学音乐课堂在开展动作体验教学时，要结合音乐作品以及学生
肢体运动能力，尽量设计一些既能表现节奏和韵律动作，又要保
证动作简单，学生学习起来比较快，并且可独立完成的动作。例
如在让学生欣赏《乌鸦与狐狸》这首作品时，教师就要让学生创
编和表演，将歌曲的内容和旋律变化融入到动作中去，学生自然
就能感受到节奏和韵律变化，通过动作也能亲身体会到狐狸与乌
鸦得失，获得积极音乐体验，对音乐认识会更深，在做动作的时
候仿佛置身于音乐所呈现故事中去，音乐中的感情把握会更加准
确。 

2、立足于音乐 
小学音乐课程中的动作体验必须要遵守原则，那就是不能脱

离音乐，也就是说动作要立足于音乐，无论动作有多么完美，一
旦与音乐教学失去了关联性，那也就没有任何存在意义和价值。
相较于聆听音乐和演唱歌曲，音乐要素对学生来说更难，因为其
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如果教师用苍白的语言去讲解，学生通过耳
朵去听，很难正确的掌握音乐节奏、旋律、高低等。动作体验教

学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提高音乐教学质量，例如在让学生学习
音高知识的过程中，就可让学生蹲下和起立，通过动作去感受音
高和音低。又比如在节奏训练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有节奏去拍
手，或者做拍手游戏，在拍手中去感受节奏变化。 

3、培养创造力 
小学音乐教学不能局限在音乐知识传授，或者演唱能力提

升，还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这是小学音乐教学最为关键的目标。
小学处于音乐教学初级阶段，创造力的培养要从小开始，学生具
有创造力，音乐天赋和潜能才会被充分释放，音乐素养自然也会
有所发展。小学音乐教学要具有开放性，为学生营造轻松快乐学
习氛围，让他们在动作体验中去感受音乐，获取美感。动作体验
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动作，为音乐作品编排
一套完整动作，将对音乐的感受融入到动作中去。学生在设计动
作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尽量不要去干涉学生，让
他们发挥自己想象力，设计出更多形象的动作。在学生设计完动
作之后，教师要进行有效评价，让学生说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动
作，是从哪里得到灵感。例如鉴赏《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音乐
作品时，就可以让学生设计动作，有些学生会身体让随旋律摆动，
呈现微波荡漾的场景，有些学生握着笔模仿划桨时动作。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小学音乐课堂开展动作体验教学，学生通过肢体

上的律动，对音乐中各种元素的感知能力会变强，将动作体验转
化为对音乐的认知，这样就能感同身受，理解音乐作品所要抒发
感情，学生歌唱能力和鉴赏能力都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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