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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节奏感
杨敏慧

江苏省如东县新店镇利群小学　江苏　如东 226400

摘　要：小学阶段学生学习音乐，有利于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落实当下社会对于素质人才的

基本要求。在整个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节奏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学生了解音乐的前提，在开展节奏感教学策略时，教师

要不断地创新教学的方法，提升学生对节奏感学习的兴趣，也可以融入肢体语言或者是乐器辅助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对音乐

节奏感进行体验或者是感触。只有充分了解音乐的节奏感，才能够对音乐进行赏析，演唱出音乐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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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的持续推进，使得当下美术、音乐等课程的重

要性逐步提升。音乐是小学阶段的一门基础性课程，该课程

深受小学生们的喜爱，其对于提升小学生节奏感以及审美能

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就低年级的小学生而言，其并不具备较

强的音乐的鉴赏能力，教师要善于从学生本身的特征出发，

如注重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帮助学生养成乐感，提升学生对

音乐的喜爱度。

一、音乐节奏感的概述以及小学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
节奏感的重要性

（一）音乐节奏感的概述

节奏是引导个体参与韵律活动的一种方式，能够给人一

种自由、舒适的感觉，可以缓解个体过于紧张的状态。所谓

的音乐节奏感即是指连续运动时声音的时常。其一般会受到

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主观类因素，个体通过将没有节奏

组合的声音，通过自身的认知将其进行组合，促使其具备节

奏。第二种是客观类的。则是音乐中本身就存在的一种节奏，

如长音、重音等。个体想要感受节奏，就需要具备对时常和

力度的感觉。比如，首先能够分辨出声音的力度、长短。其

次是对声音的记忆。需要将所听到过的声音在脑海中回想，

并组合结构，预期可能会产生的规律的声音。

（二）小学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节奏感的重要性

1. 符合了小学生的认知特点

小学低年龄阶段的学生，其心理发育并不成熟，对各项

事物的认知还比较浅显，也缺乏一定的阅历。但是总体而言

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这也决定了在开展音乐教学时应转

变传统的一言堂模式，要从小学生的兴趣出发，逐步提升课

堂教学的效果。音乐这门课程在小学阶段的设置，就是为了

提升小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审美能力，落实素质人才培养

的要求。基于节奏感的教学，可以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以

及对音乐的乐感，提升学生对音乐的判断能力。

2. 有利于提升小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

小学低年龄阶段学生的特征和高年龄阶段学生是不同的。

对于高年龄阶段的学生而言，其能够在听取音乐的过程中体

会其中的情感，或悲伤或欢快。但是对于小学生而言，其只

能够跟随着音乐的律动进行哼唱。整体的音乐鉴赏能力并不

强，通过从节奏感出发，能够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先

感知音乐，了解音乐的基调，继而提升学生的修养。

3. 有利于提升小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在一首音乐中，歌词、节奏、旋律是非常重要的三要素，

将这些要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便可以构成一个优秀的音乐

作品。节奏在整个音乐中是非常重要的，通常在开始演唱时，

都需要基于节奏发出声音。对于小学生而言，从培养节奏感

出现，除了能够让其了解歌曲的基调之外，还可以深入探究

其所表达的情感，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最后音乐本身就具

有调节个体情绪的作用，对于小学生而言在生活和学习中也

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压力，基于音乐的熏陶，可以更好地疏导，

继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小学音乐教学培养学生节奏感的策略

（一）转变教学的理念，制定音乐节奏教学方案

就音乐的节奏感而言，可谓是音乐的一种灵魂，其将音

乐的各个要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就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年龄

特征而言，更应该从节奏感入手，培养学生的音乐感知以及

审美的能力。作为音乐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唱理念。首先

从节奏感训练出发开展教学，提升节奏感教学在整个音乐教

学中的重要性。其次要规划节奏教学的方案，将节奏教学落

实到小学音乐教学中，不断地创新节奏教学的模式。如融入

多媒体情境法、肢体教学法、辅助乐器教学法等，从多方面

着手，提升学生的音乐节奏感。

（二）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引导学生感知

音乐节奏感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音乐节奏感，需要

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只有调动学生的兴趣，才能够提升学生

对于音乐学习的热情。但是就当下的小学生而言，年龄较小，

心智也并不成熟，对于学习并不主动。加之音乐这门课程在

小学阶段的地位并不高，教师和家长对音乐这门课程的重视

度不够，也导致了学生对音乐产生了一种轻视。在课堂中完

全是凭借自身的喜好进行音乐课程的学习，基于此音乐教师

一定要转变传统教学理念，避免出现过于的理论或者是抽象

类的知识。尤其是在培养学生的音乐节奏感时，更要从学生

的兴趣出发，融入一些节奏感较强的音乐，再借助多媒体的

力量，引发学生的探究和思考。例如在学习《我是草原小牧

民》，这是一首以内蒙古民歌音调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儿童类

歌曲，其旋律是非常明快的，节奏也比较跳跃，有一种舞蹈

性质，在听取该首歌曲时会有一种喜悦之情。整个歌曲是 2/4
拍，句首以及句尾几乎使用的是八度跳进，展现了小牧民拿

着扬鞭的欢快形象。在第三乐句上节奏使用了八分休止符，

表现了对家乡的赞美。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知这首音乐的节

奏感，教师可以制作和音乐相匹配的视频，比如手拿扬鞭多

自豪，就要出现一个小牧民拿着羊鞭的画面，让学生边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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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其画面，了解其节奏感。基于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音乐

节奏感，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会大大提升，音乐教学的效率

也会更高。

（三）通过肢体语言，让学生体验音乐节奏感

对于人类而言，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是语言

上的表达，也有一些是肢体上的表达。在音乐教学环节，培

养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实际上也可以联系肢体语言，通过肢

体和节奏紧密连接，让学生感知音乐的节奏。对于当下的小

学生而言，虽然年龄较小智力水平并不高，但是其在肢体语

言方面的表达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个体会通过节奏自动

地进行肢体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地进行引

导，继而加深学生对音乐节奏的记忆，提升学生的音乐节奏

感。例如在学习《捉迷藏》这一内容时，需要让学生体会其

中拟人化的色彩，感受其中欢快的情绪，了解“强弱弱”三

拍子节奏感。教师可以将这三拍子和肢体语言结合在一起，

通过拍手、拍肩、拍肩的方式，边聆听边做动作，感受这首

歌曲的节奏感。学生第一次聆听时，做出肢体往往是不协调

的，但是教师不要干涉，这是学生在自我摸索的过程。在学

生能够用肢体表达出三拍子的强弱节奏感之后，教师则可以

将手展现节奏，转变为小脚，让学生再去聆听和感受。最后

再以 2 人为一组，跟随音乐进行律动，比如第一个拍子的时

候，双方击掌，二三两个拍子时各自进行击掌。基于肢体语

言和音乐的节奏感相连，提升了课堂的活跃度，同时也训练

了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

（四）辅助乐器教学，提升音乐节奏感训练的质量

在传统的小学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学以及节奏感的训练

往往是孤立存在的，但是节奏感的训练又非常的枯燥，对于

小学生而言是很难提起兴趣的。对于此教师就可以利用乐器

的直观性，展现出音乐的节奏感。这不仅能够丰富当下的小

学音乐课堂，还能够提升小学生在音乐课堂中的注意力，优

化音乐节奏感的训练。对于小学音乐教师而言，必须要不断

地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以及对乐器的使用能力，将乐器和音

乐教学两者有效地进行结合。例如在学习《金孔雀轻轻跳》

这首歌曲时，教师就可以先从这首歌曲的背景进行出发，通

过问题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的思考。如老师：同学们你们

知道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吗？这首歌曲的作者是谁你

们知道吗？学生陷入了深思。接着教师可以将这首歌曲和北

京奥运会的背景同时播放，在播放的过程中，让学生思考对

这首歌曲的感受，比如有的学生说震撼。教师可以借助一些

自制的乐器，让学生跟随音乐的节奏感打击，通过打击和音

乐形成一体，提升学生对音乐的了解以及参与度，同时也优

化了学生音乐节奏感训练的质量。

三、结语

总的来说，节奏是音乐的生命，是音乐的整个框架。从

节奏中可以感知整首音乐的基调，从节奏中可以体会音乐构

成的主要元素，由此可以看出在整个音乐中节奏的重要性。

就小学低年龄阶段的儿童而言，教师在教学小学音乐时，更

应该先从音乐的节奏入手，感悟音乐的旋律以及其所表达的

含义，提升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以及节奏感，优化小学音乐

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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