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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学中开展节奏训练的策略
文/汤友辉

摘要：音乐学科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音乐兴趣，提高学生的音乐素

养，也在某种程度上贯彻了教育全面发展的理念，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挖掘其个性。其中，节奏

训练是一种有效的音乐教学方法，能提高学生的音乐体验和创造力，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具有

良好的应用优势。基于此，本文对小学音乐教学中节奏训练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应用策略进行

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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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课程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主要渠道之一。

素质教育背景下，小学音乐课程也得到了更多的关

注。节奏是构成音乐的重要元素，也是小学生音乐学

习必须掌握的重点。然而，现阶段的小学音乐教师并

不重视培养小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和音乐素养，这与新

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不相符。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

中，教师可以运用节奏训练，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桎

梏，激发小学生的音乐兴趣，提高小学生的鉴赏能力

和表现能力，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1]。

一、小学音乐教学中节奏训练的重要意义

音乐的节奏是音乐的灵魂所在，如果将一首完

整的乐曲视为一座金字塔，那么节奏就是筑成这座

金字塔的一块块砖石，一段段的节奏连接在一起，才

能为整首乐曲注入灵魂及鲜活的气息。德国一位当代

著名儿童音乐教育家曾说，构成音乐的第一要素并不

是旋律，而是一段段不起眼的节奏。节奏在一首乐曲

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是构成一首乐曲的骨

架，是乐曲能够吸引听众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加强

对音乐节奏的训练，就是加强对音乐素养的培养。在

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加强对学生音乐节奏的训练，

具有诸多好处。首先，节奏训练可以让学生对乐曲中

的节奏更加敏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乐感，增加学生

对乐曲的亲和度和鉴赏能力；其次，在小学音乐教学

中，节奏教学是进行一切教学的前提，节奏训练可以

让学生拥有更好的节奏感，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节

奏的变换，对乐曲进行有条不紊地跟唱，从而帮助学

生更好地熟悉歌曲，提升学生的歌唱水平。同时，学

生拥有了较高的节奏掌握能力，就能够更轻松地对

乐曲的乐谱进行解读和理解，也能够全面提升自身

音乐素养

二、小学音乐教学中开展节奏训练的方法

（一）利用节奏训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小学阶段的学生很难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因

此，单一、机械化的音乐教学活动已经不能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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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音乐，学生会渐渐地开始感受到课堂学习的枯燥

乏味，从而失去学习音乐的乐趣与兴趣，这就需要通

过一些教学方法，如音乐的节奏训练来加以辅助，在

学生“开小差”时，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将学生引

导进入课程的学习之中。同时，音乐的节奏训练在小

学音乐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开展，也有效地激

发了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打开进入音乐

的大门。

例如，在带领学生学习《大鼓和小鼓》这一课

时，小学音乐教师可以通过拍手、踩脚、晃动身体等

一系列动作，引导学生感受音乐节奏的变化。教师在

演示音乐的过程中，可以用适当的动作来引导学生感

知和表达音乐节奏。例如，可以通过学习《过新年》

一课，带领学生感受音乐中的节奏，激发学生继续探

索音乐的兴趣，不断增强其音乐节奏感。

（二）利用节奏训练培养学生的感知和欣赏能力

在小学音乐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应充分

考虑学生的年龄、接受能力和对周围未知事物的好奇

心。因此，可以利用一些适合这个年龄段学生的学习

方法来指导课堂教学内容。

（三）利用节奏训练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学生在掌握一定的音乐知识和技能后，通过不

断探索，发现学生潜在的创造能力。教师也可以通过

音乐的节奏训练来培养学生的音乐创造能力。首先，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日常生活中各种声音，发现其

中的特点，并能够对其中的一两种声音进行模仿。例

如，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模仿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

声音，小猫、小狗等动物的声音，或者风声、雨声等

大自然的各种声音。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用

有效的方式，激发学生对学习音乐的兴趣，引导学生

积极思考和交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音乐节奏训练，帮

助学生增强节奏感，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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