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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的当下，律动在小学音乐中的有效应用，方便学生短时间内理解知识，有趣的课堂氛围中实现学生身体律动和音
乐的巧妙整合，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并于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基于此，文章首先简要地介绍小学音乐律动教学的应用效果，
接着重点从三个方面探讨小学音乐律动教学策略，以期为小学音乐教师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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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教学以音乐本身为出发点，当学生在聆听歌曲的时候，主动走

进另一个世界中，利用感官、肢体去接触新世界的音乐，着重提高培养

学生的节奏感，强化他们对音乐、对艺术的表达能力。因此，具体实践

的过程中，音乐教师一定要确定教学目标，以体验为重点，方便教师更

准确地完成教育任务。 

1 小学音乐律动教学的应用效果 
“律动”以不同形式的音乐为载体，具有即兴的特点，学生通过肢体

语言表达对音乐的感悟能力。体态律动是达尔克罗兹提出的，他认为人

类情感是音乐的根源，而情感又是通过动作体现的，所以小学生将肢体

作为“乐器”，从多个层面去体验音乐节奏的旋律、力度。而在具体实践

的过程中，需要学生在熟悉音乐作品的基础上，采用拍手、踏脚等形式，

强化对音乐作品的感知能力。以学唱歌曲《这是什么》为例，主要是将

平凡的歌曲变得灵动、鲜活，让学生将自己的手作为时钟，不断摆动，

当双手跟随节奏律动的时候，开始演唱，不仅孩子们学起来简单，也能

减轻音乐教师的教学压力。尤其是在后乐句八分音符的教学中，学生通

过“体态律动”的形式跟随歌词画弧线，使得整首歌演唱的时候更为形

象化 

2 小学音乐律动教学的开展策略 
2.1 紧扣音乐为导向，确定教学目标 

了解律动在音乐鉴赏中的意义，主要是让学生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

更好感受，运用自己的动作向周围人传递自己的理解，律动是完成音乐

欣赏的有效途径，对后续教学工作进行促进作用。就音乐本身而言，根

本意义是向人传递某种状态，利用律动来解释音乐是体验的基础，欣赏

教学中的律动帮助学生更为直观地诠释音乐风格，而体验则是对所听到

的音乐进行分析，两者实际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对此，教师一定要找准律动的定位，课前播放美妙的乐曲声，让学

生依次进入教室，在动听的旋律下，幻想对美的渴望，在教师的组织下，

学生认真聆听，他们的表情、注意力都会非常认真。而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也要利用音乐特点，创设和谐的音乐情境，通过多种表现形式让学

生在有效的律动中收获良好的教学效果。以《有一个人在林中》为例，

学生扮演花朵，其他学生扮演行走的路人，一边唱歌，一边表演，快乐

的律动氛围中学习音乐。另外，教师也可以采用音乐剧表演的形式，对

学生进行有效指导，充分发挥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创编一些节奏感极强

的音乐律动，学唱速度不同， 终体现的音乐风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学生根据旋律跳、演和动，实现音乐和动作的有效整合，紧扣音乐的基

础上，避免出现无音乐的律动。需要注意的是，律动教学存在的意义，

不仅是让学生感受音乐，还要认识到旋律的变化情况，所以律动设计必

须让音乐活跃起来，保证学生从中感受主题音乐的音高变化情况。 

2.2 以学生为根本，合理利用“身体乐器” 

简单的律动难以吸引学生注意力，也会让学生失去对学习的兴趣，

教师在音乐教学中渗透律动，增强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身体乐器”

一般是利用身体中各个部位来进行音乐演奏，不仅可以让学生可以感受

到音乐的魅力，还可以为音乐教学节省一部分资金，能够对学生进行比

较直观的音乐教学工作。在传统化的音乐教学中，部分教师对于“身体

乐器”存在着某种误解，认为这种教学方式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实际上身体乐器也是律动教学的一种体现形式，教师组织趣味性的音乐

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其中。 

例如在做 A、O、U 的发声练习，这些字母在发声的时候，需要将嘴

巴完全张开的，这样做能让声音听起来更为的饱满，丰富，变化也更为

明显。学生在发声的过程中，想象自己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去感受到

嘴巴的振动，增强对音乐的敏感度。同时，在演唱一些歌曲的时候，发

声也是有所区别的，如《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教学中，发声训练就是以

长音为主，呼吸要均匀，情感要亲切。而在《采蘑菇的小姑娘》的教学

中，发声训练要短、快，声音要集中，感情丰富。只有当学生知道如何

利用嘴巴的优势，懂得正确地呼吸，理解音乐的魅力。教师在开展音乐

教学工作的时候，认真分析教材，设计合理化的教学活动，通过科学的

教学模式，让学生可以在练习的过程中，实现发声器官的协调运行，提

高学生的创造力和表现力。 

2.3 以游戏为载体，丰富课堂交流的内容 

教师应该做好引导工作，以游戏为载体，优化教学内容，例如在一

年级欣赏教学中《动物说话》中，教师准备各种动物的头饰，一边播放

音乐，一边让学生感受音乐的变化情况，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当学生

在律动的时候，也能实现师生互动交流，充分体现孩子们的主体地位，

实现师生的有效沟通。 

另外让学生在游戏律动中学习音乐，将龟兔赛跑的游戏和节奏训练

进行有效整合，以故事为开头，有的学生模仿小白兔跑，有的学生模仿

乌龟爬，让乏味的节奏教学变得简单且有趣。整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利

用辅助乐曲，让学生跟随音乐扭动身体，让每个孩子都能主动参与到其

中，获得肌肉放松的机会，熟悉音乐节奏和速度，并在摆动中增强音乐

的协调性。例如在《说唱脸谱》的律动中，请学生根据掌握的京剧知识

自行编创动作，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从教学效果而言，每个孩子的动

作都存在着区别，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得学生的创新意识得以健康发展。 

3 结束语 
“律动”是可以让学生通过肢体语言去表达、感知音乐，将其渗透到

小学音乐教学中，帮助学生理解或学习音乐知识，提高他们感受和鉴赏

音乐的能力。教师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利用游戏的形

式，优化教学内容，实现律动和音乐的有效整合，通过身体语言去强化

对音乐的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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