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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阶段开设音乐课程,不仅能够培养学生们的音乐才能,提高他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对于学生日后的学习也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低段节奏和声感的训练尤为重要。因此小学音乐教师需要以音乐节奏为抓手,使

用更加丰富的方法进行教学,让学生能够建立正确的节奏和声感。本文以此为背景,对新体系下小学音乐低段节奏和声感的训

练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训练方法,希望能够提高学生音乐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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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学家达尔克洛茨对音乐教育的看法是：“在音

乐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正确的方法来培养学习者的

音乐本能,使得音乐与身体完美结合而产生有节奏的运动,

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对音乐的感受能力以及反应能力。”在小

学音乐学习过程中,对节奏的把握非常重要,是学习的重要

内容。在新体系下通过对学生进行各式各样的节奏训练,有

利于培养学生对节奏的感知、读写、创作以及记忆能力。而

声感包括学生对孤立和连续音的感知,是人们对于高纵向不

同音结合的感受。对低段节奏和声感的训练,有助于让学生感

受到音乐和声的技巧,能够做到将声感与节奏完美融合。本文

通过对研究低段学生对音乐节奏和声感的掌握,提出有助于

促进学生音乐学习的方法,为以后的音乐学习打下基础。 

1 体验恒拍,感知节奏和声感 

1.1 建立恒拍意识 

恒拍意识的基础是良好的节奏感,也就是能够准确地把

握每一拍的时间,能够保证节奏的稳定。在小学音乐教学过

程中,音乐教师可以通过身边熟悉的节奏,让学生建立一个

良好的心理恒拍。心理恒拍对于学生节奏感的把握至关重要,

良好的心理恒拍能够起到参照物的作用。小学生具有活泼好

动的特点,教师可以从学生们的特点出发,通过在课堂上组

织相应的游戏,让激发学生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同时培养

学生们的恒拍意识。 

比如可以通过拍皮球游戏,让几名学生进行拍皮球的示

范,要求他们拍皮球的速度各不相同,教师可以带领其他学

生根据不同的速度,来演唱《拍皮球》这首歌曲。这时如果

学生的演唱速度与拍皮球的速度无法匹配,将会严重影响到

审美体验,这时学生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演唱节奏,来保持

与拍球的恒拍感,提高自己对节奏的掌握。拍皮球只是儿童

身体感觉开发的一种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适应跳皮

筋、跳绳以及踢毽子等游戏,来加强对学生节奏感以及声感

的训练,为学生们以后的音乐学习打下基础。 

1.2 激发恒拍体验 

对于刚入学的学生来说,首先要对其进行恒拍的感知训

练,让学生们对恒拍的节奏与稳定有一个初步的感受。为此

教师可以选择的训练方法包括歌词朗诵、听音乐以及走队列

等。比如可以让学生们在听音乐的过程中,根据歌曲的节奏

进行拍打,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学生对乐曲的熟悉,另一方面

也能够训练学生们拍恒拍的能力。稳定的恒拍以及对音乐节

奏的把握,是音乐学习的基础能力,无论学生用手打恒拍还

是用脚走恒拍,都需要根据音乐的节奏来调整自己的速度,

不能过快或过慢。建立良好的恒拍意识,对于节奏以及声感

的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进行恒拍训练时,要专

心倾听音乐节奏与自己所产生的和声,这是对音乐节奏以及

声感的最初感知。 

2 丰富训练,强化节奏和声感 

2.1 通过恒拍叠加训练强化 

通过叠加的方法能够加强对恒拍的强化,对两声部的合

声节奏进行叠加联系,可以提高学生们对节奏以及和声的掌

握。例如音乐教师在教授歌曲《小雨沙沙》时,可以提前播

放歌曲中提到的风声、流水声以及鸟鸣声等,让学生对这些

声音有更清晰的认识,并慢慢养成一种对声音听忆的能力。

学生在听这些声音的同时,会提炼出自己的节奏。然后教师

可以将这些学生分为不同的组,一组用脚步来进行恒拍的表

演,另一组则通过肢体来进行节奏的演示,让两组学生同时

进行表演从而形成合奏。或者让一组学生用脚进行恒拍表演,

另一组用手表演其他节奏,这样既可以增强学生们对学习的

兴趣,同时也能够锻炼他们的协调能力,对于学生节奏感以

及声感的强化,具有较强的作用。从简单的恒拍训练到二声

部的和声节奏训练,对于学生以后的合唱能力做好铺垫。 

2.2 通过卡农式节奏训练强化 

在实际音乐教学过程中,二声部的练习是经常需要用

的。我们可以使用“卡农”这首纯音乐来进行二声部节奏的

训练,卡农具有节奏一样的两声部,但是在顺序上存在着先

后不同,使得节奏感也有不同。这种训练方法能够让学生明

显感受到不同节奏的对比,同时也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在不同

音高表演下所发出的和声效果。对节奏的训练是低段音乐必

须开展的练习,只有准确把握音乐的节奏与音准,才能够将

音乐作品的形象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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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拍腿与拍手的方

法,让学生掌握音乐的节奏。首先可以通过学生与教师之间

共同对二声部进行练习,所使用的音乐仍然是卡农。其次教

师需要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组,两个组分别表演不同的声部,

进而通过声部的交换练习,对学生们对音乐节奏的反应能力,

以及对多声部的协调能力进行锻炼,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学生

们对多声部音乐的学习。 

2.3 通过声势节奏训练强化 

我们把通过拍腿、拍手以及跺脚等动作而发出的人体声

响叫做声势,在小学低段音乐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

以儿童身体为乐器,来加强学生对音乐节奏的把握。这种声

势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们对音乐的感受能力、记忆能力以

及创作能力等,使得学生们能够更快更好地学习音乐,提高

对音乐学习的兴趣。当学生们在听到一首乐曲时,如果发生

了情感共鸣将会不自觉地摇晃着身体,身体的晃动与音乐的

节奏相吻合。 

比如学生们在扫地的时候,会发出刷晒或者擦擦的声音,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对这些声音进行模仿,感受声音的长短

以及节奏。然后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分别使用双响筒以

及三角铁等工具进行立体节奏的演奏练习,使得不同声响所

产生的节奏感与和声感能够在学生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得到

强化。 

2.4 通过乐器伴奏强化训练 

新体系下小学音乐低段学习过程中所使用的教材,从一

年级开始就已经使用小乐器为歌曲进行简单的伴奏,并且随

着训练的进行需要逐步加入其他打击类乐器,或者其他声源

乐器作为伴奏。小学学生对于伴奏所使用的各种打击乐器

较为好奇,在仔细练习的过程中会提高他们对音乐节奏以

及声感的把握。将打击乐器融入到歌曲伴奏之中,不仅可以

使歌曲更具有表现力,而且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良好

的节奏感。 

例如小学音乐教师在教授歌曲《唢呐配喇叭》时,就可

以使用其他小乐器进行伴奏,根据这首歌的特点主要可以使

用两种不同的乐曲进行伴奏。音乐教学中如果有附点节奏的

话,将会提高学习的难度,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比较带点与

不带点的区别,比如如果带有附点的节奏需要唱的长一点,

而如果没有附点节奏的话则唱的短一点。最后我们将以上几

种不同的节奏进行叠加练习,就可以形成节奏的合奏。然后

可以加入一定的歌词进行边唱边打,让学生对音乐的和声感

有一定的感受。通过以上多种形式的训练,使学生的节奏和

声感得到了明显提高,从而对和声有了一定的感性经验和理

性认识。 

3 创编旋律,巩固节奏和声 

作为音乐必要组成部分的节奏,是小学音乐低段学习的

重要内容,我们在节奏的基础上加入一定的音高就产生了不

同的旋律。旋律的提升可以通过多声部的练习以及声感的建

立来实现,而和声感是人们音乐听觉的感受能力,需要按照

理性到感性、整体到局部以及模糊到具体的规律逐渐完成。

我们在建立恒拍感以及训练和声感的时候,需要对小学低段

学生进行合唱训练。比如在讲授《大家来劳动》这节内容时,

首先可以创编两声部的节奏,让学生通过原地打节拍的形式

建立一定的恒拍感,随后加入相应的高音配合二声部进行训

练。在小学音乐低段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对于节奏以及声感

的训练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对学生节奏以及声感的

练习,有助于培养学生们对音乐的兴趣,对于以后的学习能

够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创编旋律的方法,能

够有效提升学生对音乐节奏的掌握以及对和声的感受。 

4 结束语 

新体系下人们对小学音乐低段节奏以及声感的训练要

求越来越高,在对小学学生进行节奏训练时,需要使用合适

的方法,让学生们对音乐的节奏、和声、旋律等进行逐步掌

握,建立良好的恒拍感。本文通过对新体系下小学低段节奏

以及声感的研究,首先提出建立恒拍感的重要性与方法,随

后提出训练小学学生节奏感,希望能够对小学低段学生的音

乐学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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