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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声势训练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运用 
◆伍冰伶 

（湖南省常德市永安小学  湖南常德  415000） 

 
摘要：小学素质教育教学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课程，对培养小学生的

情操和艺术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音乐教师采用了多种方法提高小学生

的音乐感知能力，声势训练便是其中之一，它可以实现对音乐律动的直

接表达，有效地帮助小学生迅速掌握音乐知识。笔者结合多年的音乐教

学经验，对声势训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希望能给小学音乐教师提供一

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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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是小学阶段重要的一门课程。尽管小学阶段语文、
数学、英语等课程会得到学校、学生、家长等方面更多的重视，
但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对于文化艺术方面的
重视和投入，小学音乐教学的重要性也逐渐地显现出来。在小学
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多种教学方法会出现不同的教学效果。声
势教学法源于奥尔夫教学体系，教师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采用
声势训练的教学方法，能够将学生的思维和动作有效的统一，使
学生能够通过自我对节奏意识的加深，增强对音乐方面的理解，
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整个课堂教
学效果得到有效的提升。 

一、声势训练的概念及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声势训练主要是指教师带领学生利用身

体动作发出声音来进行教学的方法，在具体的操作中，包括了拍
手、跺脚、打响指、拍胸、拍腿、身体晃动等。声势训练更强调
动作在音乐教学中的作用，小学生通过身体做出的动作，可以在
训练中实现对节奏感的触及，更能理解音乐所表达的情感。声势
训练源于奥尔夫教学体系，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主要的应用有以下
几种：一是对节奏的模仿，这种模仿可以由教师带领学生进行，
也可以在学生之间，对音乐的节奏用拍手等形式表达出来，需要
注意的是必须从易到难，掌握好时间。二是采用接龙游戏，由前
一名学生完成几个节奏的击打后，由下一个学生接着进行，锻炼
小学生的反应能力以及记忆力。三是自主创作，可以在课堂上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由小组经过讨论创作出简单的节奏，教师在
一旁进行指导，锻炼了小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四是用
声势来伴奏，教师用钢琴弹奏一小段学生熟悉的音乐，学生用打
节拍的方式为音乐来进行伴奏，锻炼了小学生的听觉及身体协调
能力。 

二、声势训练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优势 
小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在面对音乐中陌生的领域时很难有直

接的感知，通过声势训练，使他们可以通过触觉来了解音乐，更
容易读懂音乐的节奏。声势训练之所以被众多教师所采用，是因
为在音乐教学中具备很多优势。 

声势训练首先可以锻炼小学生的模仿能力，模仿是创作的先
决条件，通过模仿教师或其他同学的动作训练自己的节奏感，在
这个过程中小学生必须集中精力地听他人的节拍，提高了小学生
的注意力。其次在接龙游戏中不仅需要小学生精力高度集中，还
需要有一定的记忆力，才能跟上节奏，通过身体的击打，使其思
维和动作能够同时进行，提高了思维敏捷性。再次是通过模仿和
学习之后，小学生对音乐节奏有了一定的感知力，教师鼓励学生
创作简单的节奏，提高了小学生的创作能力。 后通过声势的伴
奏，可以使小学生快速地熟悉一首歌曲的旋律，丰富了他们的音
乐知识，培养了他们的乐感，提高了音乐学习的兴趣，让更多的
小学生爱上音乐课。 

三、声乐训练在课堂教学中的体现 
1.对节奏进行模仿，学生提高对音乐的辨识度 
小学音乐课堂上，需要学习许多新的歌曲，教师需要手把手

教会小学生，通过听力的锻炼，增强对音乐的辨识，这是掌握音
乐知识的前提。面对大量的音乐教材，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多
是由教师用语言灌输，学生来接收，由于这些知识比较抽象，而
小学生生活经验不足，因此不利于小学生的理解。使用声势训练

的方法可以帮助小学生对歌曲的节奏进行模仿，经过多次的节奏
模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加深印象，学生自然地会感知到音符、
时值、节拍等歌曲的组成部分，掌握基础的音乐知识。 

2.通过游戏加强学生节奏感的训练 
音乐课堂的教学不是单一的说教，它的内涵和艺术形式非常

的多样化。教师只能作为一个引领者，创造机会让学生去感知音
乐，体会音乐作品中的思想。用音乐去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激
发他们心底的感悟。传统的教学方法多采用教师带领学生打拍子
的方式，在教学中比较枯燥。在进行声势训练时，教师可以为小
学生创造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节奏感的训练中，在轻松愉
快的游戏中，掌握节奏的变化，用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来感知音
乐，增强了学生对节奏感的印象，也锻炼了他们的自主学习意识。
例如游戏《看指挥》，教师可以根据音调的高低摆出相应的手势，
告诉学生旋律的变化。 

3.选取适合小学生能力的音乐进行声势训练 
小学生在孩童时期，已经学过大量的儿歌，这些儿歌是小学

音乐教师进行声势训练 好的素材，通过已经被小学生广泛熟悉
的儿歌训练，可以消除了他们学习时的恐惧心理。例如在学习《拍
手谣》时，歌曲中提到了很多可以發生的动作，如“黄雀落在树
当西”、“七人骑马过江西”在唱到这些歌词时，可以请学生们跟
着音乐的节奏做出相应的动作。通过这样的训练，小学生将歌曲
与自己的动作和思维融为一体，可以感受到歌曲的精髓，为歌曲
的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工作。 

4.做好声势训练的反馈工作 
对于小学生而言，声势训练虽然可以帮助他们快速地熟悉歌

曲，更好地掌握音乐的节奏，但是在教学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学
生音乐基础存在差异，导致出现不同的教学效果，部分学生还存
在不适应的现象导致学的较慢。这样的现象就要求音乐教师在完
成课堂教学后，要及时做好声势训练的反馈，了解学生的掌握情
况，针对出现的问题在进一步打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确保
所有的小学生都能掌握这一方法，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 

四、结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音乐教学在小学生的课程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音乐教学理念也越来越成熟。对于音乐
教师而言，还是要把学生作为教学主体，从学生的兴趣出发，不
断创新，制定操作性强的优化措施，把培养学生乐感和美感，陶
冶学生情操当作教学任务的重中之重，相信声势训练在小学生的
音乐课堂实效性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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