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1月（总第 189期） 

 566 

教学实践

浅谈律动教学在小学低年段的运用 
◆梁瑞花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新世纪小学  511400） 

 
摘要：学生字也不识，谱也不认。所以，老师在孩子面前无计可施，也

促使我加强业务学习，突破以往的教学手段，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能有所

学。这字也不识，谱也不认，可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人类最原始的

沟通方式——动作、手势，即律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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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安排的原因，这几年我一直在低年段教学，之前在
中高年段的教学中可以运用欣赏、聆听、乐器等教学手段，但当
在一年级新生教学中我忽然又成为了一个刚踏入教学的新手，有
些不知从何入手了。原因也不为是：学生字也不识，谱也不认。
所以，老师在孩子面前无计可施，也促使我加强业务学习，突破
以往的教学手段，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能有所学。这字也不识，谱
也不认，可怎么办呢？于是我想到了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
动作、手势，即律动教学。而小学生生性好动，这又贴近他们的
天性。所以，律动教学在音乐课程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手段，更
有利于学生体验以及领悟音乐的真谛，从而得到精神愉悦的审美
活动，提高个人修养。 

从小学生的特点出发，增强律动的兴趣性、游戏性，引导小
学生进入音乐的内涵，深刻地感觉与理解，在音乐游戏、舞蹈、
歌表演等内容中体验律动，从内心深处由衷地爱上律动。作为小
学音乐教师，我首先通过固定律动的教育，逐步提高孩子们学习
音乐的兴趣，然后对孩子们开展即兴律动教育，激发孩子们的艺
术创造力。 

一、在教学环节组织中加强律动铺垫，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
兴趣 

新课标指出：低段的教学目标以激发培养音乐学习兴趣为
主。根据低段学生好奇、好动，注意力易分散的特点，在教学实
践中，应将抽象的音乐知识转变为形象生动的学习内容，将教材
化难为易，进行直观动态式教学。导入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犹
如序曲的“引子”，“戏剧的序幕”，赋有酝酿情绪，集中注意力，
渗透主题和带入情境的任务。在音乐课上教师的一个眼神，一个
微笑，一段琴声都要让明白使什么意思，当然这需要师生经过一
段时间的配合。我力求音乐课有别于其他课，从而吸引学生。例
如：一节课的开始我采用让学生听音乐进课堂的形式，一方面培
养学生的动作协调能力，一方面也培养了他们感受音乐情绪的能
力。师生问好我采用唱师生问好歌的形式。音乐课中常有律动教
学，律动时战立和坐下我都有固定的音乐与之相配合。学生回答
问题正确师，学生用唱歌方式表扬。这些无一例外都会让学生感
受到音乐课的独特魅力，成为学生对音乐课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二、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律动，增强学生对音乐感受能力 
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他们的识字水平还局限在幼儿园，有

好多的字都不认识，你让他们如何歌唱。那在音乐教学中合理地
运用“律动”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对音乐的感受、理
解和体验。一些深奥难懂、枯燥乏味的音乐内容用律动进行渗透
教学，可作为一种辅助的学习方式贯穿于教学中。用最简单身体
动作的声音（跺脚、拍腿、拍手、捻指、弹舌）进行的节奏组合
律动活动，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性，让学生在参与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中，增强学习音乐
的兴趣和信心，有趣地、开心地掌握基本音乐文化知识和技能，
进一步获得审美愉悦体验，为其终身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
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教一些少数民族的歌曲时，首先根据
不同民族特色的音乐，边唱边表演动作，让学生产生好奇感，使
学生能全神贯注地聆听民族歌曲同时，感受民族音乐的不同风
格，了解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如在教唱一年级歌曲《梅花鹿》
前，借助多媒体画面与生动地情景描述，与孩子身体动作的完美
结合，使学生身临其境，深受感染，在亲身的体验参与中轻松地
掌握了蒙古舞的知识难点，也不知不觉中融入歌曲的演唱之中。 

三、在律动中让学生发挥丰富想象，感受创编快乐 

孩子们在演唱歌曲时，根据作品的内容适当融入一些肢体语
言，这样会使声乐作品的感情表达得更加丰富，更加富有童趣，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如，教《数鸭子》一课，先启发学生
想象小鸭子的样子和老爷爷的模样，再让学生随着音乐自编一些
动作，边唱边表演。欢快的情绪，自身诙谐的表演，激发了他们
丰富的想象力和热爱学习，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又使学生掌握了
一些表演技巧和对音乐的感悟体验。也可设计音乐剧表演形式，
对学生加以引导和鼓励，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创编
一些符合歌曲节奏和意义的律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学习音乐的兴
趣。在学唱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力度的音乐语言所塑造的不同音
乐形象的歌曲时，可以让学生随着旋律走一走、跳一跳、动一动、
演一演。让他们充分的感受到在课堂上的主导感，是课堂的小主
人，为他们在律动、舞蹈创编方面插上梦想的翅膀。 

四、让学生在富含律动的音乐课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树
立自信 

有声音不一定就是音乐，有力气不一定身体就很协调。很多
学生，平时很少接触音乐，虽然有很多运动，但他们的四肢、身
体、头的协调能力很差。让学生跟着音乐动一动，学习一些简单
的动作，难的动作可以分解、喊口令、形象化等。只要坚持，学
生的乐感会越来越好，协调能力也会不断的提高。每一个班都会
有部分学生比较胆小、害羞、内向……又有些学生很少举手发言
或者回答问题声音很小。律动教学，可以让这些学生在全班学生
的活动和小组的活动中得到锻炼。通过教师的鼓励，他们会在律
动中觉得，参与真好、我要表演。慢慢地，他们自信了、开朗了、
活泼了。 

总之，音乐课堂教学律动活动与表演融合在一起，灵活多变，
随意而为，敏捷而又自然流畅，因为具备这些特点而深受学生的
喜爱，并很容易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兴趣、自信心，也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和思维的提高。在音乐课堂
教学中，通过各种形式的律动教学和即兴创作，能够唤醒了学生
沉睡的潜能，激活了学生封闭的记忆，开启了学生的心灵，放飞
了学生的情感，使新课标下的音乐课堂成为师生共同发展的广阔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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