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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律动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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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开县南丰镇侯村初级中学） 

 
摘要：初中音乐教学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在音乐方面的素养和感知，使

学生们能够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同时提高自身对音

乐的欣赏能力。通过对声势律动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初中音乐的主要功

能是帮助学生们掌握欣赏、感受音乐的基本能力，进而激发学生们学习

音乐的兴趣，因此，初中音乐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声势律动的应用，初中

音乐老师能够更好地进行音乐课堂的互动和气氛的营造，更加有利于调

动起学生的音乐感觉，提高学生们对音乐的兴趣。本文对声势律动在初

中音乐教学中的运用研究做了探讨，希望能够对初中音乐教学起到一定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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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声势律动教学法简述 
所谓声势，指的就是人通过不同的肢体动作发出的不同的声

音。声势律动教学法是通过把身体来进行音乐节奏方面的训练，
用身体的律动来代替乐器的律动，从而加强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
中的节奏感。声势律动的方法能够有效帮助初中音乐课教学效果
的提高，最初应用于二十世纪初的音乐教学中，被称为“体态律
动”。当具备一定音乐常识的初中生应用身体来发出不同的节奏
时，能够通过这种对身体姿势的变换达到对音乐节奏的掌握，使
学生更加容易接受音乐节奏带来的音乐感，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
音乐学习热情，对学生的音乐记忆以及音乐素养的培养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学生通过身体律动来感受音乐节奏的同时，
培养了学生对音乐的注意力，从而使学生更加能够感受音乐中所
富含的感情，对音乐的感情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掌握了通过音
乐来表现自身情感的能力，从而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我
国当前的初中音乐教学对声势律动法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并在一
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 

2 初中音乐教学中应用声势律动的作用 
2.1 发掘学生的节奏感 
初中生在成长过程中由于生活中接触的音乐本身就有一定

对音乐的认知，由于孩子的好动天性，通过声势律动法来用学生
的身体节奏带动对音乐节奏的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初中
生拥有很好的身体协调性，并且对事物的反应迅速，在声势律动
法的帮助下，学生能够更好地完成对音乐节奏的把握，从而能够
更好地体会到音乐节奏的应用方法，从而挖掘了学生的音乐节奏
感。 

2.2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由于初中生正处于对事物充满好奇心的阶段，多以在应用声

势律动法进行音乐培养的过程中，很容易对音乐的更深一步的学
习激发起欲望，从而能够培养自己主动研究学习音乐知识的动
力，并且培养了学生在音乐方面的创造力。 

2.3 培养学生身心的综合发展 
初中阶段是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学生

对事物的认知，以及较为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会形
成，对事物的感知也在不断加强。学生在这个阶段拥有了比小学
阶段更强的思维能力，对事物的好奇心也在逐渐加强，所以也是
学习音乐的最好时机。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一些学生产生了不愿
与其他人交流的现象，对音乐没有兴趣。声势律动法的应用能够
使学生积极参与到音乐学习中去，从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 

3 声势律动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3.1 视听结合，使音乐更具丰富性，律动更有节奏 
音乐对人的感官起到刺激作用，通过对“听”的应用，用节

奏较为强烈的音乐来带动学生们的听觉，使学生融入到音乐的世
界中去，然后通过对音乐想象力的发挥，用创造性的肢体动作来
表现自己听到的音乐。学生通过这种听音乐、做动作、打节拍的
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所听到音乐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音乐
方面的互动。学生可以根据音乐做出任何自己想做的动作，没有
一定的规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非常有利。通过视听结合的声势律动法，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
肢体协调能力都做了很好的培养，从而促进了学生的音乐学习过
程。 

3.2 与活动相融合，锻炼学生自身的协调性与节奏感 
初中生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并且没有丢失小学生对玩耍的

天性，他们希望能够经历活泼好玩的课堂，而不是枯燥的听老师
讲课。在初中生这个阶段，非常希望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具有非常强烈的表现欲望，所以老师要用创新的课堂模式，为学
生们创造表现自己的机会。在课堂中融入声势律动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要尽量为学生搭建一个能够表现自我的舞台。可以抽出
上课的一部分时间来让学生表现自我，例如把每节课前的“十分
钟”设置为学生尽情享受和表现音乐的时间，学生之间可以组成
不同的小队，在队与队之间进行乐队的组建，每个队都要进行合
理的乐队分工，并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密切配合，从而能够完成
乐队演奏音乐的任务。在上台表演前，负责演奏音乐的同学拿出
自己最擅长的乐器，负责唱歌的同学则负责歌唱任务，负责和声
的同学负责和声任务。每个乐队轮流进行上台表演任务，通过这
种方式，促进了学生对音乐的热情，使学生们能够在课下自觉地
训练音乐，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身的音乐素养。通过舞台
表演，锻炼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以及身体的协调能力，能够更好地
进行节奏感的把握。 

3.3 强化自身想象力，提升音乐灵感 
音乐是充满想象的事物，对音乐的学习也必须充满想象力，

想象力是音乐学习最根本的法宝，可以促进激发学生们的音乐灵
感，从而更好地徜徉在音乐的海洋中。如果不注意对学生想象力
的培养，学生在音乐的学习上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音乐学习
的过程中会因为没有灵感而造成音乐学习的止步不前。所以，想
象力对音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对想象力的培养，学生能够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音乐中节奏、音色、节拍以及复调之间的关联，
从而在音乐学习上有更深的体会。音乐学习成了学生想象力飞驰
的过程，例如在学习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
音乐想象到贝多芬坎坷的人生遭遇，从而体会到音乐中蕴含的顽
强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而知道了如何通过打节拍和踏步等方式来
表现音乐中的旋律，从而加深对音乐感情的理解，增强自身的音
乐灵感。 

4 结论 
综上所述，初中音乐教师要深刻意识到声势律动的重要性，

使其在音乐教学环节中得到充分应用，进而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
们对音乐的欣赏力、创造力和节奏的感受，使学生们对音乐作品
有着更高、更好的认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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