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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节奏训练在儿童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与方法

◎盛静
摘要：旋律是音乐的血肉，节奏是音乐的骨架，节奏是构成音乐的首要要素。儿童音乐教育中节奏训练对素质的全面

发展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待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要因材施教，使儿童在自然轻松愉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

对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将会有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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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节奏，就没有旋律可言。有音乐

学家认为“人无不具有天生的节奏本能，

不过需要加以诱发、培养，进而为音乐所

用”。可以看出，节奏训练对培养儿童的

音乐节奏感以及提升儿童理解音乐和表现

音乐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在音乐

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注重节奏训练，特别

是要从最基础的节奏入手对儿童进行音乐

节奏训练。

一、儿童音乐教育中节奏训练的现状

（一）在指导思想上，音乐教育在儿

童学习阶段主要是以注重培养情感、激发

儿童的音乐情感，愉悦身心为主。很大一

部分人甚至有部分教师认为儿童音乐教育

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带领小朋友们做做游

戏、活动身体。从而没有通过节奏训练指

导、开发，向儿童传授音乐、语言、舞蹈

表演，更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念和体系，

没有将节奏单独作为一门研究实践课程去

引导儿童更好的发展。因此在教育中节奏

训练的工作是不容忽视、刻不容缓的。

（二）在课堂教学内容上往往偏向儿

童音乐知识技能的教育，从而忽视了或淡

化了对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潜力的培养和

激发。在音乐教育中以培养儿童欣赏歌唱、

律动、创造方面为主，但在现如今电子产

品普及化的冲击下，小朋友们流行音乐听

了、网课有了，甚至抖音视频也刷了，但

是有针对性的节奏训练却忽略了。

（三）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教学方

法单一、教育模式传统等问题。在实际生

活中，对于儿童音乐教育，很多家长仅仅

是充当了为孩子提供学习条件的角色，却

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家长本

身也应在孩子的音乐学习中发挥启蒙引导

作用，而这个作用有时候甚至超过老师们

的引导效果。

综上所述，当前儿童音乐教育目标与

现实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更加重视

儿童的主体性发展和创造力发展，注重让

孩子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学习，充分激发音

乐潜能。

二、儿童教育中节奏训练的意义

有音乐教育家指出，“节奏性是音乐

的重要原本特征之一”。最能够被语言、

动作、音乐融在一起的就是节奏，它是音

乐的根基力量。音乐节奏训练，对儿童学

习音乐来说，如同水对鱼儿的生长的关系，

早期节奏训练是儿童走向音乐学习殿堂的

原始基石，不同的音乐节奏熏陶着儿童不

同风格的音乐美感。

三、儿童音乐教育中幼儿节奏训练的具体

方法

（一）节奏训练要生活化，趣味化

在没有接受训练前，幼儿自己就会走、

跑、跳以及拍手等，而这些动作的发生就

伴随着一种自然性的节奏，家长和教师可

以充分利用这些天生的动作搭上合适的音

乐，有意识地来训练孩子们对一些基本音

乐节奏的认知。同时还要注重教具的使用，

让幼儿接触到具体的实物，尽可能促进幼

儿具体感知与抽象思维的双向训练。《勇

敢的鄂伦春》是一首欢快活泼的乐曲，我

在教学过程中，要求小朋友们自己用空矿

泉水瓶装上一点沙子或米自制沙锤作为伴

奏。课堂中，用生活中常见的材料自制“乐

器”来替代专业打击乐器，小朋友们参与

活动的热情更高。

（二）节奏训练要多样化

好玩、好动、好奇和注意力集中时间

短等特点是孩子们天生的特点。要减少这

些天生“缺点”的影响，就是尽可能在儿

童音乐教育中注入丰富的互动环节，训练

孩子们多种感官的反应，提高注意力。比

如《进行曲》的音乐就可以很好地引导儿

童做走步的动作，小朋友们会立刻联想到

解放军叔叔扛着枪、吹着喇叭、一起阔步

前进等场景。

（三）节奏训练要常态化

儿童既学得快，忘得也快。音乐课堂

教学中，应反复地、经常性地、有意识地

插入节奏训练。同时可以在校园广播分时

段播放一些音乐，并引导小朋友们在听的

过程中可以边听音乐边拍手或蹦跳，这样

不仅可以让孩子在节奏、歌曲、歌词有机

地结合中感受到节奏训练的乐趣，还能帮

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节奏的特点并能进行

适当地运用。

节奏训练会使儿童在自然欢快的实践

活动中进行学习，并且能进一步提高和发

展儿童的协调性。音乐教师在日常音乐教

学实践中应尽可能总结出一些操作性强且

有效的方法，特别是根据儿童的接收能力、

情感认知能力不同的实际情况，综合、调

配各种方法，有效启迪孩子们的音乐思维，

培养他们的音乐审美，同时发展对音乐的

感受力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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