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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击乐教学中培养幼儿节奏感的策略
山 东 省 淄博 市沂 源县实验小学 附属幼 儿 园 朱向欣

【摘 要 】 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是幼儿阶段教学 的主要任务 ， 对 幼儿进行音 乐 教育有助 于实现 幼儿的 全 面发

展 。 在幼儿阶段的音 乐教学 中 ，培养幼儿的 节奏感应作 为教学的 重要方 面 。 良好的 节奏感有助 于丰富 幼儿 的情感

体验
，
激发幼儿的创造力 、审 美力 、想象力 。 打击 乐 器具有 易 于演奏 、音 色 明 亮 、便于携 带等特点 ，

成为 幼儿借助 乐 器

进行音乐 学 习 的 首选 。 幼 儿在演奏打击 乐 器 时能感 受到较强 的音 乐 节奏 ，
因 此教师 可以借助打击 乐教学培养其节

奏感 。 本文通过对培养幼 儿音乐 节奏的意义以及幼儿打击 乐 教学 特点进行分析 ， 对打击 乐教学 中 幼儿音 乐 节奏感

的培养方式进行探讨
，希望对学前音 乐教育 阶段幼 儿的音 乐 节奏感的培养有所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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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乐教学是幼儿阶段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打击乐教学 中培养幼儿的音乐节奏感 ， 有助于丰富幼

儿的审美情感 ，增强幼儿的审美感知 能力 ，促进幼儿的

全面协调发展 。 借助打击乐进行幼儿音乐节奏感的培

养
，
相比于借助其他音乐活动形式具有显著优势 ，

符合

幼儿操作能力水平 。 教师进行幼儿节奏感的培养 ，有助

于幼儿依据节奏进行音乐本质的探索 ，
通过对节奏的掌

握 ，形成 良好的音乐感知能力 、审美鉴赏能力 。

一

、培养幼儿音乐节奏感的意义

音乐节奏是音乐的骨架和基础 ，
幼儿拥有 良好的音

乐节奏感有助于发展其认知能力 ，使其在打击乐的学 习

过程 中 ，更容易认识各种节奏型 、休止符号 、音符 ， 加快

对音乐知识的理解 ，更容易进行音乐学 习 。 在打击乐教

学中培养幼儿的节奏感较容易施行 ，幼儿对声音具有
一

定敏感性 ，在 日 常生活 中就喜欢进行敲敲打打 ，如用筷

子敲击碗碟 。 同时 ，
良好的音乐节奏感对打击乐教学也

具有正向作用 ，学 习打击乐的关键在于 良好的节奏感 。

在打击乐教学中培养幼儿音乐节奏感 ，利用多个器官共

同作用 ，在大脑中建立复杂的神经联系 ，有助于促进幼儿

观察力 、思维能力的发展 。 幼儿具有节奏感后 ，
可以完成

听辨节奏 ，利用节奏感创造性地演奏打击乐乐 曲 ，
使其音

乐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 另外 ，打击乐活动是
一个群体

活动 ，幼儿进行打击乐的学习 需要利用群体性活动配合

完成 ，
因此培养幼儿的节奏感有助于其合作意识的增强 。

二 、幼儿打击乐教学特点

幼儿在音乐能力发展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具有

不同 的表现 。 小班的幼儿能模仿歌曲片段 ，
此时幼儿已

经积累 了一些 曲调 ，然而表现能力有所不足 。 中班的幼

儿能分辨出音的高低 、音色 ，
也能重复篇幅短小 的简单

节奏 。 大班的幼儿则能在简单的乐 曲 中进行节奏的感

知与辨认 。 幼儿阶段的打击乐教学的特点主要集 中在

教学内容具有综合性 、教学过程具有创造性 、教学形式

具有游戏性等三方面 。

（

一

）
幼儿打击 乐教学 内容具有综合性

打击乐的教学内容具有综合性 ，
因为幼儿打击乐本

身没有音高 、固定音色 ，在演奏打击乐时 ，
只能听到打击

乐器 自 身属性 ，如
“

当当
”

或
“

咯咚
” “

钉钉梆梆
”

等 ，
这样

的声响显得单调 、乏味 ，具有局限性 。 所以 ，
教师在进行

打击乐教学时 ，常常借助声势 、歌唱 、音乐欣赏等教学内

容
，而无法就打击乐进行单独教学 。 例如

，
教师在教授

幼儿学习 《小星星》 时 ，幼儿学会哼唱后就会失去兴趣 ，

此时 ，教师可以借助打击乐 ，依据《小星星》 的音乐旋律 ，

创编音乐故事 ，在故事中设定
一些音乐情境 ，

使得打击乐

器在这些音乐情境中能扮演相应的剧情角色 ，打击乐的

教学随着音乐故事的展开而展开 ，充分发挥打击乐烘托

音乐气氛 、增强乐曲旋律表现力的作用 。 因打击乐单独

使用具有局限性 ，所以在教学 内容上呈现出综合性特点 。

（
二

）
幼儿打击 乐教学过程具有创造性

教师在教授幼儿学习打击乐的过程 中 ，幼儿对打击

乐器的演奏会展现出创造性的
一

面 。 虽然打击乐 器 自

身有着结构特点 ，
也有着 固定的演奏方法 ，但其发声原

理基本上为利 用外力与乐 器 自 身相碰撞而产生声响 。

幼儿初次对乐器进行尝试 ，应让其进行 自 由 、无拘束的

探索 。 在探索过程 中 ，
应给予幼儿充分发挥的创造力 、

想象力的空间 。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 ，
幼儿对打击乐器的

演奏方法呈现出多样性 ，例如 ，对于小鼓 ，幼儿会用手指

去抓挠鼓面 ，让它发出沙沙的声响
；
用鼓槌敲击鼓的边

缘发出 闷响 。 这些都是幼儿在探索演奏 中具有创造力

的表现 ，教师应对其进行充分的引 导 ，激发其更大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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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 同时也要具备指导对 、错的思想高度 ，支持 、鼓励 、引

导并用 ，发挥打击乐教学过程创造性的特点 。

（
三

）
幼儿打击 乐教学形式具有游戏性

枯燥乏味的教学方式无法激发幼儿的兴趣 ，对于打

击乐教学也不存在说教式 。 因此
，幼儿打击乐 的教学要

借助游戏方式展开 。 在游戏的过程中 ，幼儿积极 自 主地

发现探索
，
教师通过游戏所具有的趣味性、娱乐性特点 ，

在积极欢快的氛 围下 ， 引 导幼儿学 习 打击乐音乐知识 。

例如 ，教师在实施节拍感教学时 ， 为了让幼儿获得稳定

的节拍感 ，教师可以利用游戏的形式展开教学 内容 。 教

师运用游戏法 ，采用音乐故事 的方式导入
一

个玩偶 的角

色 ，
依据玩偶的倾斜位置 ，进行打击乐器 的演奏 。 当玩

偶由站立姿势变为 平躺姿势 时 ，
也就是从 ９０

°

角 变为

１ ８０
°

角时 ，教师与幼儿约定 ，
此时需要敲击一下鼓面 ，唤

醒沉睡的玩偶 。 教师采用稳定的速度倾斜玩偶 ，幼儿则

会以相应速度敲击鼓面 。 幼儿在兴奋的游戏情境下 ，会

在潜意识中获得稳定的节拍感 。 因此
，幼儿打击乐教学

形式上具有游戏性特点 。

三 、打击乐教学中幼儿音乐节奏感的培养方式

节奏感的培养需要
一

个稳定的恒拍 ， 幼儿获得节奏

感相 比于学习节奏型 、节奏片段要容易 ，教师在建立学

生节奏感的过程 中 ，
可以依据节奏卡片 、游戏 、律动展

开 。 在打击乐教学 中 ，幼儿音乐节奏感的培养方式可 以

借助身体打击乐 、嗓音打击乐 、生活打击乐 、打击乐器等

方式进行培养 。

（

一

）借助幼 儿 身体打击 乐 来培养节奏感

幼儿的身体可以 看作是打击乐器 ，如拍击手掌发 出

拍掌声 、脚踏地发出脚步声 、拍击大腿发出拍腿声
，
这些

声音在音质 、音色上也会有所不 同 ，教师可以借助幼儿 自

身的声势来训练其节奏感 ，让幼儿在探索 自 身身体的过

程中 ，形成对打击乐更直观的感受 。 教师可以选用律动

感较强的念 白 ，边念歌谣 ，边让幼儿拍击手掌 ，依据歌谣

的内容变化 ，改变拍手的频率 。 在拍手的过程 中 ，抬手掌

的高度恒定 ， 以此产生恒拍 的概念 ，训练幼儿的节奏感 。

（
二

）
借助幼 儿嗓音打击 乐 来培养节奏感

嗓音打击乐可以通过拟声词来进行节奏的模仿 ，可

作为
一

种培养节奏感的新模式 ，教师利用嗓音进行打击

乐教学能增强幼儿的节奏感 。 由 于嗓音可以发 出仿声

学的声音 ，进行 自然界声音的模仿 ， 教师可以利用声音

来模仿节奏 。 笔者 以 ４ 组节奏型为例 ，

４ 个 １６ 分音符比

作雨水降落的声音 ，仿声为 ： 噼里啪啦
；

２ 个八分音符比

作按 门铃 ，仿声为 ： 叮 咯
； 小鹿的奔跑声 比作前 １ ６

后 ８
，仿声为 ： 哒哒哒 。 将这些嗓音所模拟 的声音转化

为拍手而实现 ，利用嗓音的仿声方法模仿节奏形状 ，进

行幼儿节奏感的培养 。

（
三

）
设计生活打击 乐 培养幼 儿节奏感

幼儿在 日 常生活中 ，对于身边 的物品会产生熟悉感 ，

采用这些 日 常生活用 品作为打击乐器 ，
幼儿更容易操作

和掌握 。 对于生活打击乐器 ，
这些不 同的物品具有不 同

的特质 。 例如 ，刮拨空状体的厨具模仿刮奏 ；敲击空的饮

水瓶模仿鼓类 ；摇晃 口香糖罐模仿铃声
；
将这些生活打击

乐器应用到打击乐教学 中 ，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

这些生活打击乐器会产生高音 、中音 、低音三个音色声部

架构 ，教师可以在节奏片段 中搭配运用高 、 中 、低三种音

色进行演奏来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 另外 ，教师也可以选

取风格化的音乐作为伴奏音乐 ，让幼儿通过简单的敲击

进行重复的节奏感训练 ，
在律动的节奏中培养节奏感 。

（
四

） 利 用 打击 乐 器培养幼儿节奏感

利用打击乐器培养幼儿的节奏感是最为普遍的方

式 ，
因为打击乐器作为常规的教学工具 ，具有专业性 ，其

音色丰富 、种类繁多 ，
可 以建立多种形式的教学 。 根据

有无固定音高可以进行划分 ，
如有 固定音高的音条琴 、

小钟琴 ；
无固定音高的木鱼 、串 铃、鼓类 、 碰铃 。 教师可

以根据乐曲的不 同 ，
选用不 同的打击乐器进行节奏感的

训练 。 例如
，
在 《 丸子三兄弟 》钢琴版 、 《悬崖上的金鱼

公主 》 中 ，教师可以选用铃鼓 ，形成长节奏的线条节奏以

及敲击鼓面形成点状的节奏 ，教师启发幼儿在不 同的乐

器中 ，
感受不同演奏形式以形成节奏感 。

四 、结语

针对幼儿进行节奏感的培养 ，
不仅有助于幼儿形成

音乐感悟 ，
还有助于培养幼儿的逻辑性思维和审美能力 。

目前
，
在幼儿节奏感培养方面存在许多不足 ，

如教师主观

方面的原因 ：对于音乐作品选择不 当 、在打击乐教学中存

在创设情境过于抽象 ；对音乐节奏感价值认识不足等 ，
因

此
，
幼儿教师还要在这方面多加探索 ，

多多借鉴优秀经

验 ，使幼儿节奏感培养工作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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