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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律动应用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有效策略
袁　洁

湖北省潜江市田家炳实验小学　433100

摘　要：在小学音乐的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融入体态律动教学，可以更高效地激发小学生的表演性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

力，让他们通过倾听音乐提升对音乐的感知和学习，更高效地利用体态律动的教学融入，提高小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和创新性，进一步地拓宽体态律动在小学音乐过程当中的应用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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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律动指的是一种以通过听觉享受为基础的教学方式，

通过体态律动不仅可以提高学校学生的乐感，对音乐、和声

的理解，以及小学生对音乐试唱的练习，可以高效地培训小

学生的听觉能力。让他们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所听到的乐曲，

加深对所听到乐曲的理解。那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效地

运用体态律动，可以更高效地激发学生的趣味性学习，提升

他们的创造性能力，激发小学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从而提升

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一、体态律动应用到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意义

其一，可以使得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音乐作品。在体态

律动的过程中，学生的音乐体验更加深刻，学生对于音乐学

习有着更加好的兴趣，依靠肢体语言去感知音乐，可以更好

的锻炼音乐认知表达能力，更好的锻炼音乐表演能力，驱动

音乐创造力和想象力朝着更加好的方向发展和进步。

其二，可以使得音乐知识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得以提升。

小学生在求知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驱

动的，而在体态律动教学法的过程中，依靠节拍或者节奏的

感知，动作的创设，可以使得小学生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

并且进入到实际音乐作品情境中去，这些可以使得实际的作

品理解步入到更加理想的状态。

其三，可以使得学生更好的理解音乐作品的主题和情感。

对于小学生而言，其年龄比较小，无论是共情能力，还是音

乐素养，乃至是情感理解能力都不是很理想，再者在小学音

乐课程中，如果没有教师针对性的引导，就难以进入到情感

理解的状态。在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中，能够将体态律动法融

入其中，动作和音乐交互，就可以使得学生的情感体验会朝

着更加深度的方向发展。因此作为小学音乐教育工作者，需

要正确理解体态律动教学法的效能，然后妥善的将其使用其

中，这样才能够步入到理想的音乐教育格局。

二、体态律动应用到小学音乐教学中的策略

（一）利用体态律动引导学生感受乐曲音调，简化音乐

学习

乐曲曲调的教学是小学音乐教学的重点及难点，对于学

生的音乐学习十分重要。音乐曲调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并不

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换句话来说，通常同一个音符在不同的

音乐中所呈现出来的音调却有较大不同。音乐的变化，离不

开节奏、音调的变化，这也是音乐产生的实质。在实际的音

乐教学中，音乐教师需要对乐曲曲调的教学引起充分重视，

让学生在感受、感知音乐曲调的同时，真正意义上体会音乐

中的情感。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尚未形成一定的

音乐思维，曲调的理解和学习相对会比较困难。

为了使小学生能够理解音乐中抽象的知识，音乐教师可

以利用体态律动法，使音乐知识由抽象化为具体、由难化易，

帮助学生理解音乐知识，拉近学生与音乐学习之间的距离。

对此，音乐教师可以在教学中遇到乐曲中的高音时设计一定

的动作，可以拍手；在遇到中音时，可以挥挥手；在遇到低

音时，可以点点头等。肢体语言比较容易理解，对于小学阶

段的学生来说不仅生动、形象，并且易于接受，能够使小学

生更加轻松地学习音乐。虽然曲调音符对于小学生来说是看

不到、摸不着的，但是通过体态律动，能够将这部分知识学

习具体化，加深学生对曲调的理解和记忆。总之，音乐教师

在教学时要善于抓住重点，根据音乐曲调的特点运用体态律

动，从而使音乐教学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比如在学习人音版小学三年级音乐“我是草原小牧民”

时，这首歌的节奏比较欢快，主要是让学生能够了解蒙古族

的风土人情，用活泼、欢快的情绪演唱这首歌曲。音乐教师

要着重引导学生唱准“3、4、5”这三个音，掌握四分音符和

八分音符，可以运用体态律动，在肢体语言的帮助下，提高

音乐教学的教学质量。

（二）利用体态律动发展学生的音乐思维，激发学生的音

乐创造力

新课程改革下的小学音乐教学，要让学生成为音乐课堂

学习的主人，爱上音乐课堂。小学生音乐思维能力的培养不

是一蹴而就的，也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学习

过程。在以往的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师为了使学生能够快速

掌握音乐知识或提高音乐课堂教学效率，往往对于音乐知识

的讲解过于详细，反而容易将学生的思维限制在条条框框中，

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散。

小学阶段的学生活泼好动并且表现欲较强，游戏对于他

们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音乐教师可以根据小学生的身心

发展特点，将游戏融入体态律动音乐教学中，吸引学生主动

参与音乐教学活动，发展学生的音乐思维。一方面，能够使

学生具备分辨音乐节奏强弱的能力，实现对学生音乐创造力

的培养；另一方面，能够提高学生在音乐教学中的参与感，

使学生意识到音乐学习的趣味性，吸引学生参与到音乐课堂

教学活动中，改变传统音乐课堂教师单方面进行互动的情况，

有效拉近音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使音乐课堂教学高效进行。小学阶段的学生具有强烈的好胜

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教师的表扬。音乐教师在利用

体态律动教学融入游戏时，可以对游戏表现良好、学习态度

认真的学生进行表扬，引起其他学生思想上的共鸣，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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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音乐学习中能够对游戏环节引起充分重视，从而使

音乐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比如，在学习人音版小学三年级音乐“捉迷藏”时，主

要是让学生感受活泼欢乐的音乐形象，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

喜爱之情。音乐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人数相等的小组，让学

生以小组为形式进行音乐游戏，选择音乐春、夏、秋、冬中

自己喜欢的季节，在唱到对应的季节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动

作，然后在练习后让学生分组表演，比一比哪一小组的学生

表演得最有特点、最富有感情。通过这种形式，学生的积极

性能够被迅速调动，提高音乐学习的效率。

（三）利用体态律动指导学生表现音乐节奏，激发学生音

乐学习的兴趣

音乐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具有较强的律动性、情感性。

不同的音乐表现出的节奏不同，为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

音乐作曲家通常通过音乐歌词、节奏进行具体的表现。通过

对不同音乐作品的分析不难发现，不同音乐的节奏都有独特

的特点，或快或慢、或轻或重。在感受音乐节奏的同时，能

够与音乐作者的思想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体会作者的情感：

愉快或悲伤等。在以往的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师对于音乐知

识的讲解主要是“灌输型”，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态度主要是

“要我学”，而不是“我要学”，学生难以有效体会音乐所表达

的情感。部分学生认为音乐学习是枯燥、乏味的，甚至还有

一些学生对音乐学习具有抵触或厌恶心理，不利于学生的音

乐学习。长此以往，教学模式僵硬，教学内容陈旧，音乐教

学效果较差。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对于音乐学习的态度主要凭

借主观喜好。兴趣能够成为学生音乐学习的催化剂，无形中

推动学生的音乐学习，从而使音乐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此，在实际的音乐教学中，为了调动学生的音乐学习积极

性，音乐教师需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体态律动引导

学生感受音乐节奏，让学生体会音乐学习的趣味性，激发学

生的音乐学习兴趣，从而使学生体会音乐背后深层次表达的

感情，提高音乐教学的整体教学效果。

比如，在学习人音版小学三年级音乐“摇啊摇”时，这

首歌是一首民间童谣，比较有韵律感和动感。通过这首歌曲

的学习，主要是让学生感受歌曲的音乐节奏，体会音乐情绪。

这首歌第一乐句前两个小节的旋律相同，节奏起伏较小，在

第三小节的四度上跳进，有一个情绪上的小高潮。第二乐句

的前句及后句的曲调和节奏变化较大，主要运用到了宽与紧

缩的变化。音乐教师要重点引导学生感受这两个乐句的节奏

变化，教师可以根据这首歌打节奏，让学生在看的同时随着

音乐教师打节奏，然后慢慢加上相应的动作，将音乐的节奏

突出出来。这种形式能够帮助学生掌握这首歌的音乐节奏，

调动学生的音乐学习积极性。

三、结语

总之，作为小学音乐教师，在新时代背景下要高度重视

学生音乐素养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灌

输教学法，还需要在课堂上融入体态律动教学法，正确理解

体态律动与小学音乐教学特点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驱动

小学音乐教育教学质量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这样才能够形

成良好的音乐教育格局和环境。作为小学音乐教师，需要不

断的去寻找音乐教育教学中体态律动的切入点，然后妥善的

将其使用到实际课堂中去，由此进入到更加理想的小学音乐

教育教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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