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1月（总第 188期） 

 228 

教学实践 

小学音乐课堂中的节奏训练方法 
◆龚艾嘉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江苏省苏州市  215021） 

 
摘要：节奏就好比是音乐的灵魂，在小学课堂中，节奏更是必不可少的

部分。小学生年级尚小，这时候就需要打好基础，培养他们的节奏感。

只有孩子的节奏感提高了，他们才能对音乐有更全面的认识。在小学教

学中应该注意对节奏方面的训练来提升学生的音乐认识和素养。老师应

该利用不同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使学生对音乐在节奏感方面的

感知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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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小学课堂中，音乐教学绝不对能够只是单单的技巧
教学和书本传授。要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
比如游戏，唱歌，跳舞，模仿，演奏乐器等来使节奏教学更具备
趣味性和互动性。将被动的学习转换为主动，脱离陈旧枯燥的教
学该方法，灵活运用极具创意、姿态万千的新教学方法来培养学
生的音乐兴趣和节奏感。 

一、玩一玩，利用游戏激发学生对节奏的兴趣 
常言道，兴趣是 好的老师。如果在音乐课堂中一味的训练

节奏，这样就难免枯燥，难以符合小学生好玩好动，难以集中注
意力的这些特点。如果能将节奏融入游戏中，这样对小学生的吸
引力就更强，更利于小学生建立对节奏的兴趣，才让他们更好，
更积极的参与到节奏训练中。比方说，老师在小学课堂中，进行
听节拍的次数来抱团的游戏。老师用双手拍掌，掌声的次数即为
抱团应有的人数。假如老师拍了“啪啪啪啪啪”，这时候每一组
就应该有五个学生抱在一起，没有报团的学生就要被淘汰。这样
既锻炼了学生的即时反应能力，也能让他们对节拍的了解更加深
入，更重要的是这样能提起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在游戏中体验节
奏的美妙。这种游戏在课堂中能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们在学中
玩，玩中学，更能提高他们的注意力，学生的兴趣就在这种类型
的方法中潜移默化地逐渐浓厚起来。 

二、说一说，从语言中体会节奏感 
生活中的语言，其实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节奏的魅力。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听见各种物件、动物以及大自然的声音。小学
同学对“猜猜看”这种游戏非常感兴趣。老师可以利用小学生的
特点来设计一些互动游戏，例如，让同学甲来模仿一种物品的声
音，然后让同学乙来猜测到底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比如说打雷
轰隆隆、小狗汪汪汪，小猫喵喵喵，蜜蜂嗡嗡嗡，敲门咚咚咚，
下雨哗啦啦等等。在互动过程当中，让学生自己尝试猜测这些声
音的来源。这样不仅能培养他们发现生活中声音的敏感性，还可
以让他们在同学活动中提升友谊；再次，可以提高他们对节奏的
认知和模仿能力。这样一来，学生对节奏的认知逐渐提升，也为
将来的各种音乐训练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这种方法的培养也让他
们对律动的感知得到升华，让他们更加认识到节奏在生活中的重
要性和普遍性，利用自己的语言来训练对节奏的敏感性[1]。 

三、听一听，从通俗儿歌中培养节奏感 
耳朵是人类非常重要的感官，离了听觉音乐仿佛就没了意

义。音乐就是靠听觉的输入，才能感受到旋律和律动的美好。而
在小学课堂的音乐教学中，听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可以利用小学生喜欢儿歌，活泼好动，好玩的特点。利用多媒体
播放一些通俗歌曲。比方说，儿歌《小兔子乖乖》，“小/兔子/乖/
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我不开，
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孩子在听歌曲时，可以感受歌曲中
的节奏和律动，在旋律之中寓教于乐，逐步认识到节奏在歌曲当
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首歌曲没了节奏，就仿佛失去了骨架，
只有柔软的旋律，却没有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的感觉。而加上了
节奏，歌曲就更加易于记忆和学习，对于低年级学生，节奏更是
常见的歌曲成分。这样利用节奏来学习音乐的律动，能带动学生
的兴趣以及主动参与到课堂中的积极性，更加利于节奏感的培养
和教学[2]。 

四、动一动，从肢体律动中训练节奏感 

（一）利用肢体语言表现节奏感 
肢体语言也是音乐节奏传播非常好的一个媒介。我们要抓住

低年级学生好动的这个特点，在课堂中不仅仅是坐着，而是让大
家站起活动起来，在教学活动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中，
放一些节奏感强的曲子，让学生利用不同的脚步轻重来跟随曲子
来走动。根据曲子的节奏快慢，音量大小，可以走出不同风格的
舞步。当曲子的节奏快的时候，走得快一点；当曲子的节奏慢的
时候，走得慢一点。当音量比较大的时候，脚步重一点；当音量
比较小的时候，脚步轻一点。比如在学习《火车开了》这种类型
的歌曲时，可以让学生排成长队，模仿成一列小火车。根据歌曲
放的音量大小和节奏快慢来调整火车的速度和力度。让孩子们来
模仿火车轰隆轰隆和呜呜呜的声音，亲自感受火车开动的节奏和
律动以及音响效果。当学生熟练之后，选择其他的歌曲，再加上
更复杂的变化，让他们在训练听觉的同时又训练节奏，同时在游
戏中体验到节奏的乐趣。而这种不断提升层次的训练过程当中，
他们也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提升他们对节奏的认知，在训练节奏过
程当中达到协调动作来再现音乐情景的目的。 

（二）从打击乐器中获得节奏感 
节奏训练，如果只是一味的听、唱、动，并不全面，还需要

将各种各样姿态不同的乐器引入课堂，利用音乐不可缺少的部分
——乐器，来使学生们对音乐节奏的认知更加完全和丰富多彩。
对于小学生来说打击乐器很有吸引力，他们天生好动，敲敲打打
是他们的天性。特别是他们年纪尚小，对于很多乐器还从未见识
过，这时候将木鱼，小鼓，三角铁，碰铃，砂锤等简单易玩易上
手的乐器引入课堂，就非常符合他们的口味，让他们更加全心全
意的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当这些乐器展示在学生面前时，他们
必然会有十分的好奇心，都想动手敲敲打打来体验这些乐器的声
音。在这些敲打乐器的过程中，他们无形之中就体验了节奏的重
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创造了节奏，还能体验各种打击
乐器的使用方法。不知不觉当中就逐渐提升了对节奏的认知，还
可以初步感知各种乐器不同的音色，为将来的音乐教学和音乐表
演中打好了一定的基础[3]。 

结论：综上所述，节奏教学是小学音乐课堂中非常重要的一
个部分。而面对小学生这种年纪较小的群体，要设计出更贴合对
象实际的教学方法，提起学生参与到音乐课堂中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利用各种器材来加深学生对音乐节奏的理解。充分调动学生
参与到丰富多彩的节奏训练中，提高音乐审美情趣和能力，体会
音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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