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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进行节奏训练
郭会彬

哈尔滨市闽江小学　哈尔滨闽江　150090

摘　要：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节奏是教学的重点内容，也是学生音乐旋律学习的基础，加强对学生音乐节奏的训

练，对于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提升学生音乐素养，增强学生音乐理解能力和感知能力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作

用。对此，以节奏训练为中心，对小学音乐教学中如何强化节奏训练提出几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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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音乐教学中，通常需要从节奏入手开展

音乐教育。节奏是学生在音乐课堂上的第一要素，

节奏的学习也是音乐教学中的关键。节奏可离开旋

律独立存在，但旋律没有节奏就无法形成旋律。为

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节奏感，教师就需要在课堂上

努力实践，大胆搜索，引导学生进行系统的节奏训

练，通过节奏的把握有效提高学生的音乐感受能力。

1　小学音乐课堂中节奏训练的必要性

对于音乐来说，节奏是其生命、灵魂，而且在

创作音乐的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节奏，还能够彰显

不同的音乐情感、音乐风格、音乐思想。由此可见，

节奏是音乐中重要的构成要素，二者之间存在紧密

的关系。以音乐本身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节奏是音

乐最初的表现形式，即原乐曲通常是以节奏为主。

在生活中，打击节奏、尖叫声，是节奏最基本的状

态，在社会长久的发展中，音乐节奏的形式越来越

多，但这些都是其最初状态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音乐背景下，对小学生进行节奏

训练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小学生正处于好奇、

乐于接受知识的阶段，对其进行节奏训练能够使其

逐渐形成良好的乐感，强化对音乐的兴趣，甚至能

够缓解日常学习的压力。基于科学的节奏训练，小

学生还会加深对音乐的认识，或者激发其音乐创作

的乐趣，对日后多方面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简言

之，在小学音乐课程中进行节奏训练，具有较强的

必要性，需要教师加大重视。

2　小学音乐教学节奏训练方法的现状

2.1　小学生缺乏对音乐节奏的兴趣

小学生刚踏入校门进入新的生活环境，每天要

面对语数英的课程学习，音乐作为一个副课课程，

起到可以培养小学生业余爱好的作用。在小学音乐

教学的过程中小学生学习音乐的同时，仅仅是喜欢

音乐，没有从节奏上去学习音乐，大部分教师还保

持着唱一句，教一句的方法，并没有从培养学生对

音乐节奏的兴趣。这样大大地降低了音乐对小学生

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2.2　教学中节奏训练方法单一

教学方法单一是历史遗留性问题，在过去，由

于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有限，教师只能采用口头唱

一句，学生学一句的表演方式来进行传授音乐知识。

小学生除了机械式学习，没有从根本解决音乐原理

教学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持续发

展，新时期的小学生处于这社会洪流中，传统的教

学方法已经不适用于现状。在音乐教学中，节奏训

练的方法，基本都是靠着老师利用教科书进行书面

讲解，这也逐渐地降低了小学生对音乐对节奏的兴

趣。没有丰富的节奏训练方法，小学生的音乐教学

将难以为继。

3　小学音乐教学中节奏训练法的方法

3.1　培养小学生对节奏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生性好动，求知欲

强，喜欢音乐，爱做游戏，所有在培养小学生对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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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训练兴趣上要根据小学生年龄段的特点，充分利

用小学生的各种习惯与感官，使节奏训练方法具体

化、游戏化。要用游戏教学法来吸引小学生的求知

欲望，引导小学生多做节奏训练，这样小学生就会

对音乐产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例如《拼接火车》可

以提前准备好六张由不同类型组合起来的节奏卡片，

每张卡片长度均为一小节让学生分组进行认读比赛。

比赛开始，由每组的第一个同学开始认读随机抽取

的一张卡片，读对了一条就意味着拼接完成好了火

车的一节车厢，接下来往后挨个进行卡片抽读，有

一个同学读错，即视为火车拼接失败，全组六位同

学全都认读正在，视为火车拼接成功。《击鼓传花》

准备一个漂亮的花束，进行节奏训练时谁街道了花

束谁就需要起立认读老师事前准备号的节奏卡片，

如果读得正确，可以上台敲鼓接着传花。教师可以

利用形体教学法，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玩律

动形式的游戏，利用身体有节奏的活动，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其中，这样既符合新时期小学生活泼好玩、

善于表现等个性化特点，也实现了学生音乐节奏训

练的目标。

3.2　丰富节奏训练方法

新时期的小学生生性活泼好动，教师正可以利

用小学生好动的个性，来进行节奏训练。小学生喜

欢敲敲打打，教师就可以用打击乐器来进行节奏训

练。首先，要教育小学生让乐器发生响声的方法，

然后让小学生自由的打击一段时间，让小学生体会

一下创作的感觉。教师在这个时期就要生动有趣的

给小学生系统的讲解一下打击乐器的基础知识。例

如：教师在讲解乐器基础知识的时候，可以采用这

样的口吻说“同学们，我们讲讲乐器是怎么唱歌

的？”，以激发学生玩弄乐器的欲望，让小学生在游

戏中学习到乐器的基础知识。在自主探索中有许多

学生都会突发奇想找到了许多演奏方法。

利用情景搭建来进行节奏训练，通过学生的生

活情景去让小学生感受音乐，从中学习，以生活中

的情景为源头，通过老师在情景上进一步加工，将

节奏训练与生活进行有机的结合，使学生可以更加

生动的进行节奏训练。利用学生生活情景培养节奏，

可以使学生以更加轻松的心态来进行节奏训练，将

日常生活引入节奏训练中，不仅仅可以增加学生的

积极性，更能帮助学生直观的去感受节奏的韵律，

把我节奏知识。例如：教学在传授小学生音符知识

时，先让小学生表演小动物的走路姿势，接着依据

小学生表演的姿势，来将音符具现化。引发学生去

学生小鸡走路“咕咕咕”小马“嗒嗒嗒”小鸭“嘎

嘎嘎”等。教师再根据学生学习的节奏在乐器弹奏

出来，结合生活情景，根据小学生弹奏模仿出音乐

表现的生活元素。

4　结论

通过文章的分析和研究得知，小学音乐教学中

节奏训练方法的用用是我国小学音乐教育的需要，

同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本文

提出了相应的几点建议：培养小学生对节奏的兴趣、

丰富节奏训练方法。本文研究中提出的几点建议，

主要围绕培养小学生对节奏训练兴趣、丰富节奏训

练方法单一，这对新时期小学音乐教学的改革和创

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下，

将会出现多样化的教学法和更为有效地教学模式，

作为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师，应重视自身教学能力的

提升，进而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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