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律动在小学音乐低年段教学中有效策略的研究

【摘 要】基于 2022 新课标中艺术课程设置理念，在音乐教学中融入舞蹈、

戏剧、影视等内容，对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力、创造力、理解力等

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作者以在低年段音乐教学实践中融入舞蹈、律动学习任务探

索为例，在遵循艺术学习规律，体现学生身心发展阶段性、连续性的基础上,以

简单化、儿童化、趣味化、游戏化的舞蹈与体态律动为教学素材，让学生在亲身

参与音乐实践活动中，促使核心素养真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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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内容改革中，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任务中，都建议融合律动、

即兴表演、舞蹈表演等多种表现形式及其活动内容，来培养学生的节奏感、韵律

感和艺术表现能力，对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具有积

极作用，并在实践中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核心素养。基于新课标要求，如何把舞蹈

与体态律动作为一种音乐学习方式与教学内容相融合？如何承担其独有的核心

素养培养功能？作者以课程内容为载体，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侧重于通过实践

与研究把握教学策略与方法为研究重点。

一、基于单元音乐作品特征，选取舞蹈律动素材

基于学段目标，紧密联系单元教材作品内容，进行充分的教材教法分析，找

到教材作品中的音乐表现的关键特征，再依据课标进行学法的预设，构想开展实

践活动的方式方法，选取适合的舞动、律动素材。

案例 1：选自二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单元教材作品（见图表）



案例 2：选自二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单元教材作品（见图表）

通过教材分析以及对学习内容重难点的把握，区分舞蹈与体态律动特点。结

合教学目标，可以把舞蹈或律动教学内容贯穿与一整节的音乐课中，也可以作为

主要的教学环节穿插在课堂教学中。

二、基于教学目标，开展教学策略与方法的设计

（一）把握音乐本体特征的舞蹈、律动教学

在教材中有很多不同风格的歌乐曲，例如：进行曲或摇篮曲等；有不同民族

的歌乐曲，例如：傣族、蒙古族、藏族、新疆维吾尔族、汉族等；还有不同节拍

韵律的歌乐曲等。课堂中的舞蹈、体态律动设计一定要把握音乐要素特点和音乐

风格等本体特征的基础上进行。

1.基于音乐节拍韵律感的舞蹈、律动表现

日常教学中，体验音乐节拍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例如：感受节拍韵律、

强弱变化等。如：踏步、跑跳步、踏点步、小碎步、小跑步、交替舞步等儿童舞

步或是体态造型、体态模仿等简单化，易实践的体态律动，符合中低年级学生的

身心发展，让学生在表现中感受体验音乐本体特征。

2.把握音乐风格的舞蹈、律动表现

教材里的音乐风格有多种，例如：乐曲《玩具兵进行曲》 2/4 拍，全曲情

绪欢快、雄壮，故事情节富有童趣，描写了玩具兵们神气地在游行，在舞蹈最后

被发现快速逃跑的生动形象。主旋律演奏时，让学生跟随音乐的速度和节拍，运

用踏步感受乐曲二拍子的韵律感。并跟随主题旋律不断的重复和变化，运用手部



动作模拟玩具兵举旗帜、吹喇叭和敲军鼓的神气而生动形象。这样，学生不仅能

够感受歌曲的情绪，还能更好地体验歌曲所描绘的画面，对于歌曲进行曲式风格

把握也就更加准确。这样的律动，有趣好玩，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针对音乐内容与形象的舞蹈、律动表现

舞蹈、律动还可以根据音乐内容与形象进行。例如《小红帽》、《我是一粒米》

等音乐形象特别鲜明的歌曲。在学唱《我是一粒米》时，可在三段歌曲的最后一

句歌词：“都为我一粒米”、“我呀真生气”、“让我谢谢你”，变换不同体态律动，

在感知音乐形象同时激发歌唱情绪，还能帮助学生唱准三段不同的结尾。同样，

歌曲《小红帽》以活泼欢快的旋律表现了可爱的“小红帽”，可以引导学生运用

原地踏步或跑跳步律动，既能感受歌曲二拍子韵律，还能表现音乐形象。这些看

似简单的律动，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体验，激发学生演唱的热情，

还能够培养学生的美感，锻炼学生的肢体协调性。

（二）把握认知规律的舞蹈、律动教学

舞蹈、律动教学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来进行，不同年龄的学生，他们

的心理发展以及动作发展水平都不同。所以，要采用由浅到深，由简到难，这样

才能保证小学生积极参与的热情，不会有畏难情绪。

1.第一阶段：模仿表演

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教学应以模仿为主。低年级学生好玩好动，情绪变化

快，注意力容易转移。在教学中，通过老师示范表演一些生动、形象、情节简单

的舞蹈、律动，让学生愿意表现、主动表现，为后续编创，自主合作奠定基础。

2.第二阶段：自主创编

当学生有了一定的表演基础，就可以进行自主创编。先让，学生自由自发的

活动，激发兴趣。然后，教师可以适时指导，让学生根据歌乐曲形象或音乐本体

特征进行创编。从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注意力、直觉力、想象力、创造力等等，

丰富表演经验。

3.第三阶段：合作表演

动作简单、单一，循环表演的集体舞，既可以让学生感受各做表演的形式，

难度也不高。当学生有了协同感后，再创设情境进行扮演角色合作表演。由易到

难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群体协调合作。



（三）促进音乐理解的舞蹈、律动教学

舞蹈律动的教与学要区别与专业化教学与单纯技能训练。例如二年级“草儿

青青”这个单元，两首音乐作品的教学目标及重点是引导学生在“听”、“动”结

合的过程中，想象“蒙族小骑兵”的音乐形象。在体验音乐作品的节拍韵律，感

受热烈奔放的音乐情绪，表达对家乡美丽大草原的热爱之情。紧紧围绕“音乐所

展现的情景”这一核心内容，与蒙族舞蹈相关联，通过具有代表型的蒙族舞蹈，

如：骑马姿态、耸肩、硬腕、登山步、小跑步···等基本动作、姿态教学素材的

学习体验，让学生体会蒙族人在草原上挥鞭骑马的场景。学习过程由简入繁，将

音乐要素体验与音乐情景表现紧密相连。通过体验舞蹈韵律以及体态律动来感知

理解音乐。

三、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舞蹈与律动强调肢体动作的节奏性与优美感，与音乐为重要元素有着良好的

兼容性。教师要遴选和组织有效教学内容与音乐课堂教学环节巧妙地融合渗透，

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层层递进，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小学音乐课堂教学。

（二）研究展望

舞蹈、律动与音乐教学相融合，承担着其独有的核心素养培养功能。作为一

线音乐教师，从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形式看，其中梳理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未必绝

对正确和完善，但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价值，给广大教师提供一些启发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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