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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在幼稚園多年的音樂教學實踐中，我們常常會把唱歌、律動、演奏樂器、欣

賞等不同的教學內容融在課堂中。但是如果要提高培養小朋友的音樂綜合力，訓

練的核心還是應放在節奏的訓練上。 

  一個唱歌跑調，五音不全的孩子可能有很多天生的原因，後天比較難改變。

但對一個天生節奏感不好，協調性不好的孩子，是完全可以訓練的。按照音樂教

育心理學研究顯示，節奏是音樂的靈魂，節奏對於幼兒來說是最容易感知的音樂

元素，因為節奏源於生命，源于自然，對節奏的感知是從生理上開始的，是一種

體態律動和情緒的反應（趙宋光，178-180 頁）。達爾克羅茲音樂教育體系也明確

指出：音樂教育，就是應以節奏為核心，以體態律動、視唱練耳和即興創造為手

段的螺旋上升的過程(蔡覺民，1999)。因此，在音樂遊戲中發展幼兒的節奏感知

與表現能力，並以此開發其創造力，成為幼稚園音樂教育的主要內容之一。 

  在當代世界著名的奧爾夫音樂教學法中，德國作曲家、音樂教育家奧爾夫

（Carl Orff，1895-1982）十分推崇兒童主動學習音樂，他提出一切原始形態的藝

術活動都有自發性、創造性。他說：“我追求的是通過讓學生奏樂，即通過即興

的演奏並設計自己的音樂會，實現學習的主動性，所以，我不想用高度發展的藝

術性樂器來訓練，而用一種以節奏性為主，比較容易學會的樂器和身體樂器”。

比如人的身體（拍手，跺腳，撚指）等，或原始的發生器（如手鼓，木魚，響木

等），使兒童通過簡單容易的打擊樂器，不僅能體驗到音樂的美妙，而且還瞭解

了樂曲的節奏，結構和風格。他明確指出：“音樂教育的出發點就是創造，讓孩

子們自己去尋找，去創造音樂才是最重要的。”(加德納，144 頁)。 

  結合音樂教育家的理念，在這堂公開課中，我嘗試以訓練小朋友節奏感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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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時把唱、跳、打、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以開發創造思維為導向，以培養

小朋友音樂綜合素質為最終的教學目的來設置的。     

 

教學活動教案 

學

校 

培正中學 班級 幼稚教育 

三年級 

執教教師 陳芳 

主

題 

 活動 

名稱 

快樂節奏 

變變變 

日期 2014 年 5 月 17 日 主要學 

習領域 

藝術 

 

 

 

 

 

 

 

 

 

教

學

目

標 

知識:   

1）認讀幾種音符和節奏，瞭解語言

節奏； 

2）感受音樂的快慢變化,認識一種小  

        型打擊樂器。 

 

情意：  

1）培養學生靜心聆聽的習慣，引起

即興創作和表演的欲望； 

2）體驗為音樂伴奏和與人共舞的快 

        樂。 

 

技能： 

1）會模仿和拼出聽到的節奏，訓練

音樂記憶力； 

2）根據音樂指令能即興表演動作，

鍛煉學生的反應能力； 

3）能用打擊樂器即興製造音響和節

奏並為歌曲伴奏； 

4）載歌載舞中提高身體動作的協調

性。 

 

 學習領域 基本學力要求

指標編號 

本年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健康與體育 A-4-4 能在活動中保持身體動作的

協調。 

語 言 B-2-5 能有表情的演繹故事、兒

歌、話劇或進行角色扮演。 

 

社會與人文 

C-1-4 喜歡學習，樂於參與學習活

動 

  C-1-6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C-2-3 樂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數學與科學   

 

 

 

 

 

藝 術 

E-1-5 能通過參加各種藝術活動,體

驗到自由表達和創作的樂

趣。 

E-2-1 對一種或多種藝術類型表現

出興趣。 

  E-2-3 能分辨聲音的快慢、高低與

強弱。 

  E-3-1 能隨音樂旋律哼唱，拍打節

奏及根據歌詞的詞意展現肢

體動作和表情。 

E-3-3 樂於參與表演活動。 

 

設

計

在教學中將突破常規教學中的單一唱歌或動律或拍手打節奏的傳統模式，整個過程以訓練節奏為主線：

節奏聽辨——節奏模仿--語言節奏——自創節奏——舞蹈節奏，學習的整個過程，採用奧福音樂教學法，

通過遊戲、律動、歌唱、奏樂、舞蹈等多種形式,視聽及想像結合,培養學生的音樂節奏與想像力。其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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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圖 

 

新穎的引入了打擊樂器與敲打地面的結合演奏方式，在兩人舞蹈合作中融入了校園集體舞的元素，整個

課堂活動中讓孩子們去感受、體驗與創造，在不知不覺的遊戲活動中掌握了知識，提高了興趣，獲得了

快樂，貫徹了“在快樂中學習”的教育理念 

教

學

說

明 

1、 這堂課是第二課時,在之前已經學會了歌曲《我的朋友在哪裡》。 

2、 小朋友已經認識了二分、四分、八分、十六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並能用手拍出它的時值。 

3、 有聽辨模仿節奏的經驗,基本能根據聽到的節奏把音符排列起來 

 

活

動

準

備 

樂器：小鼓、響棒、口風琴 

音響：音樂 CD  

道具：水果圖片、音符卡片、白板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能夠用響棒為歌曲《我的朋友在哪裡》伴奏。 

難點：會自主探索音響，創造節奏。 

 

 

 

 

 

 

 

 

 

 

教

學

過

程 

 

 

 

 

 

 

 

 

 

一、 師生演唱問好歌（歌曲後部分引導小朋友即興創作，問:“你們還喜歡哪些聲音呢？）。 

二、 節奏基礎聯繫部分 

1、節奏聽辨與模仿 

   用小鼓敲 3 條節奏，要求小朋友用手拍模仿出來，也可以用腳踏出來。引導小朋友專注聆聽，  

   安靜心情為課堂做準備。 

2、 複習學過的音符，瞭解語言節奏。 

A、分別在白板上出示音符磁鐵，複習已學過的二分、四分、八分、十六分音符和四分休止符，

並敲出以下節奏，讓小朋友聽到後拼排出來。 

4/4  XXXX  XX  X  0  ll 

B、結合教室可以看到的東西，根據上面的節奏，教師舉例子啟發小朋友創造語言節奏，比如：

電扇電扇 轉轉 轉 0 或者 小鳥小鳥 飛飛 飛 0 ，並出示一些水果圖片，請小朋友上來排好。 

3、 節奏快慢遊戲：動物大變身。 

    感受音樂中的快——漸慢——停，快時跑，停時變成一種動物的造型，可以隨意發揮自己的想 

    像。 

三、探索音響，自創節奏、用響棒為歌曲《我的朋友在哪裡》伴奏。 

1、 指引小朋友坐在地板上圍成一個園形，一起拍手演唱上次課學過的歌曲《我的朋友在哪裡》 

2、 出示響棒，問：它是用什麼材料做的呢？（木頭）它是怎樣發出聲音？（敲打） 

3、 逐個鼓勵小朋友用響棒採用自己的方式製造音響。 

問：看看誰能想出一種與眾不同敲打方式，發出不同的響聲呢？（及時肯定小朋友的努力） 

4、 一起為歌曲選擇伴奏的節奏型，練習之後合上音樂。 

問：響棒今天想合上我們的音樂在地上跳舞，可是它想不出來動作，你們幫幫它，好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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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小朋友一起試一試，哪種伴奏最合適。 

5、 介紹口風琴，初步瞭解它發聲的原理。 

問：這是什麼樂器呢？它怎樣才能發出聲音呢？（口風琴  吹氣）   

6、 邀請小朋友用響棒和口風琴一起合奏，感受為歌曲伴奏的快樂.。 

教師提議：讓我們一起合作組成個小樂隊吧！ 

四、身體節奏練習———音樂遊戲：找朋友 

邀請小朋友參與找朋友的遊戲，教師先示範動作，請幾個同學出來表演，最後全班同學一起來玩。

遊戲規則是:要按照音樂的節奏拍手踏腳（如果場地合適，可以讓小朋友與觀課的老師互動遊戲） 

五、總結全課，教育小朋友要友善對待每位小朋友，大家都做好朋友。 

    （在音樂中拍手離開教室）。 

活

動

實

錄 

 

 

相片和課堂現場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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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這堂課主要採用了寓教於樂的教學方法，把小朋友置於輕鬆快樂的氣氛中，

教師以節奏訓練為主線，從節奏聽辨——節奏模仿——語言節奏——感受快

慢——節奏自創到為歌曲伴奏等環節，處處巧妙設置提問，以開發創造思維為目

的，條理清楚，重點突出。 

 

一、 培養良好的聽覺習慣 

    在音樂教學活動中，聆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學習習慣，它需要孩子有一顆安

靜的心，去感受，去體會。課上的第一個環節中，小朋友通過聽鼓聲來模仿節奏，

很自然就進入一種專注的狀態，對整堂課的氛圍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二、  把生活和節奏結合起來 

    在課中第二個環節中，通過複習鞏固四分、八分、十六分音符讓小朋友拼排，

並結合生活中水果名稱進行了語言節奏的創編，非常新穎。既增加了遊戲的趣味

性，又把節奏和生活聯繫起來。 

 

三、 豐富思維，激發想像力 

    豐富的想像是創造的基礎，第三個環節中，小朋友玩了一個感受快慢的音樂

遊戲，音樂快---跑，音樂慢----停（任擺一個動物的造型）。小朋友一下興奮起來，

擺出的形態惟妙惟肖，十分可愛！ 

 

四、 拍拍打打玩樂隊 

    為歌曲伴奏這個環節是整堂課的重點，小朋友通過探索兩支棒發出不同的聲

響到自己創作節奏，到為歌曲《我的朋友在那裡》伴奏，已經很開心了，這時又

介紹了新樂器---口風琴，使課堂氣氛推向高潮，師生合作的“小樂隊”非常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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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人共舞的快樂 

    在課堂活動的最後一個部分,進行了一個身體節奏的“找朋友”遊戲，小朋

友必須拍手踏腳在音樂中與別人合作,既訓練了身體的動作協調性，又使小朋友

積累了與人交往經驗。 

    綜上所述，試教中這堂課非常好的完成了教學任務，重點突出，條理清楚。 

反思與建議 

在試教的過程中，我發現還有一些細節的地方需要調整和改進： 

一、 在第一環節聽鼓聲拍節奏時，小鼓的位置很重要。 

    建議：把鼓藏起來打節奏，學生聽到後再模仿，這樣的做法，孩子們會更專

注。 

二、 創作語言節奏時，部分學生不知如何開始。 

    建議：必須給小朋友舉多一點例子來引導，比如可以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名稱、

動物名稱等來填詞啟發他們的思維。 

三、 用響棒自創節奏和為音樂伴奏的這個環節，有些小朋友表現膽小不自信，

不主動。 

    建議：盡可能的讓每個孩子把自創的節奏表演一下，尤其是那些不自信孩子，

激發他們的表現欲。 

四、 在“找朋友”互動的延伸環節，小朋容易興奮，常忘了用拍手跺腳的方

式找朋友。 

    建議：在玩前先講好遊戲規則，必須拍手跺腳才能找朋友，另外這個環節在

場地和時間容許的情況下，還可以與觀課的老師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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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的部分相片 

圖片 1：小朋友正在拼擺節奏片 

 

圖片 2：用水果名配上節奏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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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3：動物造型非常可愛！

圖片 4：響棒能怎樣發出聲音呢？ 

 

圖片 5：拍手唱歌好快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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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6：這個樂器怎麼發出聲音呢？ 

圖片 7：小小樂隊好熱鬧！ 

 

圖片 8：我們來做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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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9：大家都是好朋友。 

教材教具相片 

教學所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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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 

  
小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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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棒  

 
水果圖片  

 

音符卡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