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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推进，国家也更加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作为培养学生艺术素养的一门学科，小学音乐课受到了相关人员的关

注。为了使学生更好的融入音乐课堂，感受音乐所带来的艺术氛围，教师们引入了体态律动这一教学方式。该方式在音乐教学中借助一些体

态动作，可以使学生更好的感受音乐的节奏感和律动性，活跃课堂气氛，提高音乐教学的效率。本文主要论述了将体态律动融入到小学音乐

教学中的优势、方法和运用时应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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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音乐课中，教师作为课堂的核心领导者，为学生播放音乐、

教其歌唱曲目；学生作为被动接受者，一边听老师唱，一边机械式的复

读，学习的兴趣并没有被调动起来，导致音乐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而

体态律动教学模式的出现，使这一局势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教学方式中，

学生的身体会在音乐的驱使下产生律动，以此来增强其节奏感。与此同

时，学生还能通过律动更深入的感受和理解音乐，进而激起其创造性表

达的欲望。这就会大大提高音乐教学的效率，也能更好地实现素质教育

中培养创造型人才的目标。 

1 在音乐教学中融入体态律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1.1 激发学习兴趣，增强课堂趣味性 

小学生由于正处于心智还不成熟的时期，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如果

只是单纯的听歌、跟唱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会使课堂效率降低，

还有可能会引起学生内心对音乐的反感。而在课堂上运用体态律动这一

模式，将音乐与身体动作相融合，使其全身心的投入到音乐当中。这样

不仅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课堂效率也会得

到很大的提升。 

1.2 使音乐更形象，开拓学生思维 

小学生正处在好奇心浓重的时期，但是其理解能力又不是很强，对

于外界很多事物虽然好奇却不太能理解。小学音乐中的音调是比较抽象

的概念，仅靠听是分辨不清的。这时就要运用体态律动来引导其更好的

理解。教师可以将音调拆分为肢体动作进行演示，使音调形象化，学生

也更容易理解。或者还可以将音符写在黑板上，让学生发挥想象力，开

拓思维，描述他们觉得每一个音符像什么实物。这样经过思考得到的结

论会使其印象深刻，也能实现更高的教学目标。 

1.3 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小学的音乐教学主要是教唱歌曲，而体态律动模式在唱歌过程中加

入肢体动作，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还锻炼了身体。很多歌曲中包含有故

事情节，教师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编排小情景剧来更好的理解

和感受音乐。这个过程可以锻炼学生的创造力和表演能力，进而锻炼其

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使其得到全面的发展。 

2 如何将体态律动融入到小学音乐教学当中 

2.1 运用体态律动表现节奏 

节奏作为音乐的关键组成环节具有丰富的含义。在不同的曲目中，

作曲家通过多变的节奏来表现情绪的变化。所以为了让学生体会到不同

的节奏，教师可以运用体态律动这一模式。 

在《瑶族舞曲》一曲的赏析课上，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在课堂中缓

慢行走，感受作者想表达的从容和悠闲。而在《新疆舞曲第二号》一曲

中，为了体现欢快的歌舞场面，学生应随着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情音乐行

走。除此之外，乐队指挥的动作也是体态律动的一种反映形式。在平缓、

温柔的节奏下使用的动作就会幅度小一些；而在表达慷慨激昂的情绪时，

相应的动作幅度就要大一些。 

2.2 通过体态律动体现音调 

在音乐中，不仅有多变的节奏表达情感的变化，还有高低不同的音

调来体现情绪的变化。教师也可以运用体态律动来体现音调的高低。比

如在 3/4 节拍的一首曲目中，教师可以通过双手击打腿部两次来体现强

拍，单手击打腿部一次体现弱拍；在表现 6/8 拍时，还是双手击打腿部

两次体现强拍，单手击打腿部一次体现弱拍，次强拍则通过双手击打腿

部一次来体现。这些肢体语言可以使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音乐的音调，

也更容易记住曲目。 

2.3 通过体态律动引导欣赏 

教师在引领学生欣赏乐曲时，可以借助身体动作来展现对音乐的理

解。结合音调和节奏的变化来调整身体的动作。如低音时身体缓慢向下延

伸，双臂自然下垂；到中音部分身体可以慢慢恢复直立状态，双手平放在

胸前；到高音部分身体可以向上延伸，双手向斜上方伸展。通过这些肢体

动作可以使学生更深层次的体会到音乐的迷人之处，锻炼其鉴赏能力。 

3 运用体态律动教学时应遵循的原则 

体态律动为小学音乐教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其只是一种提高学

习效率的方式，不可以过分的依赖，适度的使用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功

效。在教学过程中还是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不可以盲目的一直以自己

为中心。应该多多引导学生，选取其感兴趣的方式进行教学，使其发挥

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效率。 

4 总结 

总体来说，对于引起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提高课堂效率、增强学习

效果而言，将体态律动运用到小学音乐教学当中对此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作为一名优秀的小学音乐教师，要善于利用好的资源，发挥体态律动的

优势，使其为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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