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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节奏是音乐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构建旋
律的重要基础，在小学音乐教学中节奏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在培养学生音乐素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节
奏感也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教学中枯燥无味的节奏练
习往往让学生对节奏练习失去兴趣，甚至不喜欢上音
乐课，用打击乐器为音乐伴奏，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还有助于学生节奏感的培养，提高了课堂
效率，使音乐课堂充满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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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起源于节奏，节奏是音乐的生命，任何乐曲

都不能脱离节奏而单独存在，节奏训练在音乐教学中
尤为重要。可是单纯的节奏训练比较枯燥，学生一般
不感兴趣，教学效果事倍功半。《新课标》中指出：“一、
二年级学生要学习常见的打击乐器。能够用打击乐器
或其他音源合奏或为歌曲伴奏。”

一、结合生活，在模仿中训练节奏
小学生对生活中的一切音响都充满了乐趣，老师

可以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来启发他们。通过一些
耳熟能详的音响或者儿歌，与我们音乐中的节奏巧妙
的结合起来，同样会让节奏的学习变得简单起来。将
这些节奏与打击乐器结合起来，学生积极参与，乐此
不疲，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生刚开始接触节奏教学时，教师要尽可能地利
用学生比较熟悉的节奏进行教学，如青蛙“呱呱”的
叫声为四分音符、小闹钟的“滴答”声为八分音符；
小蜜蜂嗡嗡的节奏声为连续十六分音符；学生行进时
“一二一”节奏声为八分音符与四分音符的结合……这
些熟悉的节奏能帮助学生很快理解所要学习的节奏，
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打击乐器来表现这些节奏。碰铃音
色清脆悦耳，又带有延长音，我们可以用它来表现二
分音符，响板音色活泼清脆、富有特色，用来表现四
分音符；双响筒音色清脆结实，音高不同，用来表现
八分音符；当然还有很多的打击乐器，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合适的打击乐器来表现，有了打击乐器的辅助，
学生的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对节奏的理解也有了更好
地帮助，在摸摸、玩玩、敲敲中学会了节奏。

二、结合歌曲，在伴奏中感受节奏
低年级的歌曲短小易学，学生很快就能够学会歌

曲，反复的演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教师可以
充分利用小学生好动的天性，在音乐活动中加入打击
乐器演奏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这样既巩固了歌曲，
又培养了学生的节奏感。

学生接触打击乐器时，可以选择学生非常熟悉的
歌曲来加入打击乐器。如在教学歌曲《娃哈哈》时，
首先我把乐器藏在讲台下面，通过晃动乐器，发出声
音，学生非常好奇，充满了新鲜感，想知道究竟是什
么发出的声音。此时我把乐器拿出来介绍，他们分别
是响板和手串铃。请学生先摸一摸，然后再听一听，
最后再为歌曲伴奏。开始伴奏时，先选择简单的节奏
型X∣ X∣ X-∣，然后再加大难度 X∣ X∣ X-∣ X X  
X∣ X-∣，在反复的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节奏感。

二、身体打击乐在律动在巩固节奏
身体打击乐就是音乐活动中经常用到的声势律动。

所谓声势是指使用身体当作乐器，通过身体的动作发
出声响的一种手段。基本动作是拍手、拍腿、跺脚、
撵指等。在音乐教学中选择可行的节奏型与歌曲结合
起来。利用“身体打击乐器”制造出丰富的“声势”，
学生兴趣盎然。

在教学中学习声势律动是循序渐进的。低年级的
学生，通过简单的拍手、踏脚来训练学生的乐感。有
的学生歌曲唱的很棒，但是简单的声势节奏却力不从
心，教师不能因为简单而忽略学生的练习。低年级的
学生心里并没有稳定的节奏，简单的节奏训练正是他
们练习恒拍的好方法，当学生心里有了稳定的恒拍后，
我们再加大难度，踏脚——拍腿——拍手——撵指，
然后在增加难度踏脚——拍腿、拍腿——拍手、拍
手——撵指，然后再增加难度、变换位置、变换方式，
学生会在不断的变化中，增加斗志，不断学习、创新，
渐渐地学生已经能够自己为歌曲加入适合的声势。

四、激发创造能力，在创造中演绎节奏
《课标》中指出：创造是发挥学生想像力和思维潜

能的音乐学习领域，是学生积累音乐创作经验和发掘
创造思维能力的过程和手段，对于培养具有实践能力
的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打击乐在课堂中的
运用，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学生能够主动地加入到音
乐活动中来，提高了课堂效率。教师不仅可以运用常
规打击乐器，还可以带领学生根据活动的需要利用生
活中的废旧材料自制打击乐器。

如在教学《夏天的雷雨》时，学生学会歌曲后，
我们根据活动的需要自制了打击乐器，用空塑料袋表
现风，用瓶子内加入豆子表现雨。微风的时候，我们
就轻轻地晃动塑料袋，狂风的时候，我们就快速地晃
动塑料袋。小雨的时候，用同样的方法，学生整节课
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除此之外，我还会请学生自己
为歌曲制作打击乐器，同学们充满热情，既培养了他
们的动手能力，又培养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可谓一举
两得。

器乐演奏对于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有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打击乐作为器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教学中常常能击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让课堂变
得更丰富、更活跃。教师要为学生创造参与的机会，
让每个学生都能在玩玩，奏奏中展示自我，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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