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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唱游与律动在特殊教育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李晓露

(漳浦县特殊教育学校, 福建 漳州３６３０００)

【摘要】目前,许多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患有一定的智能缺陷,导致其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并且

容易出现情感和行为的困扰.将歌曲、舞蹈、运动等融合到培智学校的歌曲教学当中,可以激发智力缺陷学生的潜能,

并且显著地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为此,通过营造出一个充满美妙旋律的歌曲环境,鼓励学生将注意力放在歌曲的演

奏中,这对于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唱游与律动的实施策略进行了研

究,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音乐和舞蹈;智力障碍儿童;身心健康

　　歌曲的演奏和节奏的运用，以及其他形式的活跃，都成

了培智学校的必修课。 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激活他

们的智慧，改善他们的学习环境，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并

且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 将歌曲、舞蹈、运动

等融合到培智学校的歌曲教学当中，可以激发智力障碍学生

的潜能，并且可以显著地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通过开发

出具备多种学习环节、融合不同学科的音乐游戏，鼓励学生

积极参加校园及社会各界的活动”，唱游与律动课程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开发潜能，还可以激发学生的自信，增强他们的

身体素养，从而达到“培智育美、促进康复、提高生命质

量”的目的。 因此，音乐老师必须深入研究和探索，制定

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法，来满足学校的需求，达到

“在育人过程中的教育和健康”目的，从而使学校的教育更

加健全、快乐。 通过努力，学生可以获得快乐、提高智力、

培养美德、完善个性。

１　设计多样化学习情境,调动学生多感官体验音乐美感

培智学校的学生由于其个人能力、特点、年龄以及其他

多种原因，在音乐课堂中的表现有很大不同，一些学生的情

绪波动剧烈，行为失常，没有任何学习热忱；一些学生的节

拍掌握、模仿技巧较低；一些学生则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展

示出来。 通过创造各种不同的学习环境，老师可以唤醒学

生对音乐的兴趣，使他们积极参与音乐活动。 这有助于提

高他们对于音乐艺术的理解和欣赏，并促进他们思维和技巧

的全面提升。

１．１　未入其室，先闻其声

音乐作为一种听觉技巧，需要通过专业的培养来提高敏

锐度。 为了让学生对这门语言产生兴趣，老师需要让他们

通过聆听来接触它。 这样，他们不仅能够欣赏到优秀的作

品，而且也能够通过聆听来提升自己。 通过这种方式，不

仅能够让他们获得良好的语言技巧，而且也能够让他们更好

地投身于音乐的世界中。 奥尔夫曾经指出，在培智学校，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节奏，而非旋律。 因此，在学校里教

师应该尽量挑选一些具有较高节拍的歌曲和乐曲，以便学生

的情绪得以激发，并且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培养他们肢体语言

的灵活性，从而为他们的正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为了

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老师应该认真挑选和课程主题有关的

音乐。 通过这种做法，可以帮助学生逐步学习正确的音乐

知识，并且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完成课后的练习。

１．２　未学其声，先见其形

通过开展唱游和律动课程，希望让学生体验音乐的美

妙。 因此，建议老师打破传统的方法，创造独具个性的学

习氛围。 这样，学校的学生就可以充分了解和欣赏音乐的

美妙，并且可以通过绘制各种颜色的卡片来增强学习效果。

通过使用颜色、图案和人物，可以提高学生的记忆，并促进

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设计富有节日气氛的课堂时，还

可以使用各种装饰性的饰品，例如灯笼、对联和年画等，让

课堂更加欢快。 这样，当准备演奏《新年到》歌曲时，课堂

会更加有趣，可以让所有的学生都沉浸其中，从而更加专心

致志。 拥有快乐的心态，就可以更好地欣赏《新年到》的

旋律，并且可以更精准地把握它的深层含义。

１．３　未晓其音，先嗅其味

在音乐课堂上，不仅要让学生通过听、看来理解课文内

容，老师也应该鼓励他们通过触摸和嗅觉来探究课文的内

容。 例如，当演奏《春天来了》时，老师应该让学生走进校

园的小园林，去探寻春天的美妙。 看一看，闻一闻，通过

嗅觉、触觉和其他感觉，运用各种方式去探索春天的美好。

例如，老师可以在课堂外种植几盆芬芳的茉莉，并播放春天

的图片和视频，让学生通过观察、聆听、嗅觉和尝试等方

式，更好地体会春天的美好。 通过这种富有实际意义的学

习环境，可以不断地听到和重温这些经典的旋律，并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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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常生活、音乐和情绪完美地结合起来。

２　开展跨学科音乐活动

通过“感知与鉴赏”“歌唱”“歌曲活动”“律动”四个

不同的领域的音乐实践，“唱游与律动”教学得以顺利开

展。 老师需要不断研究这些内容，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这门课，其目的是通过设计具体的音乐活动来帮助学生提高

他们的艺术修养和身心健康。 教师通过结合不同领域的知

识，可以让课堂变得生动多样，并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进

行个性化的指导，从而帮助实现教育目标。 此外，这种跨

领域的音乐课程也可以让老师发挥自己的创意，并为课堂增

添独到的魅力。

２．１　在音乐游戏中融入数学知识

音乐游戏包含着很多数学元素，如奇偶数、图形、统

计、分类等。 老师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融

入多样化的数学元素，让学生在参与音乐游戏的过程中，了

解数学知识，加深理解并灵活应用。 在律动活动中，可以

为学生戴上手环或头环等饰品，手环或头环可以颜色不同，

也可以形状不同。 活动开始前，让学生找伙伴，先找到和

自己同一颜色或同一形状的同学，据此进行分组，再按照小

组进行律动活动。 这一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分类意识，

了解和应用颜色、图形、统计比较多与少等数学知识。 自

己找伙伴胜过被老师组织分配，很快营造出积极参与的欢乐

氛围。 其后在律动活动中，无论是听着音乐按节奏踏步，

按节奏跑跳，用拍手、拍腿、跺脚的方法练习简单的节奏组

合，还是随音乐节奏即兴表现自己高兴的心情，都可以用数

字强化节奏感。 边说边动的游戏过程增强了感官刺激，对

学生协调性的康复有着促进作用。

２．２　在角色表演中融入台词欣赏

培智学校的学生都渴望通过表演来展示他们的个性。

老师通过创造适当的场景来帮助学生进行练习，并将其融入

日常的活动和学习之中。 通过学习和练习，学生不仅会掌

握歌曲的语言，还会学会如何正确地朗读和演讲，如何运用

身体语言来传达和呈现他们的个性。 教授《我是大歌星》

一课时，老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使用麦克、墨镜、围

巾、星星牌、鼓掌器、荧光棒等各种道具，使学生能够带入

“演员”“粉丝”这两个角色。 这样学生能在一个生动、有

趣的环境里表演这首歌曲。 教室就如同一个热闹的音乐

场，台前幕后交流活跃，整个空间充满活力。 通过热烈的

参与，音乐的魅力被充分展现，会产生令人惊叹的教学

效果。

２．３　在音画互动中融入绘画技能

通过创造性的课堂氛围，可以鼓励学生大胆表现出他们

的艺术才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老师可以融入艺术课程

的知识，让他们通过倾听和表现来提高他们的艺术修养。

例如，进行《春天来了》课程安排时，老师会提前给学生提

供颜料，并鼓励他们用各种颜料创作春天的图像。 老师会

提供各种颜料，帮助他们描绘春天的景象：“当天气晴朗，

可以打开窗户，让清新的空气轻轻地抚摸着我们的面庞，让

我们的心情也随之洋溢着欢快的情绪。 看看红的花，看看

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这些由自己想象而来

的图画，不仅让学生的联想更加清晰，而且也让其想法更加

丰富，让音乐更加有趣。

３　举办校内外活动

为了更好地实施唱游与律动课程，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

音乐教育理念，即将音乐教育的范围扩展到课堂和校外。

通过老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可以让有智力障碍的学生参与

到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帮助他们理解音乐与日常生活之

间的联系，并通过音乐来融入社会。

３．１　运用季节性特征巧妙安排音乐课程

每个时节都拥有独一无二的音乐元素，可以把当地的气

候和环境融入课堂教学，使课堂教学变得更为生动多姿多

彩。 比如，春天是具有活力的时期，《春天来了》一课的内

容就是对此的一种体验；在寒冷的时节，可以利用北方的冬

季降雪的季节特点，在下雪的日子里，让学生一起学习《冬

天到了》的歌曲，并将其制成一个个有趣的小雪人，让他们

在这个有趣的环境中成长。

教师可以让学生趴在窗户旁，仔细欣赏着纷纷扬扬的雪

花，并提醒他们不仅要仔细观看，还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

式，如双手缓缓地向下滑，伸直胳膊，或者是扭腰呈现雪花

飘落的情景，让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变得更加精彩。 可以

通过比较来评估谁更能够把握节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展示

创意与才华。

３．２　重视传统文化，并充分利用音乐学习资源

许多传统的节日，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都能

激起人们的深刻情感，并且在许多文艺形式的创作中都能够

体现这些传统的美好。 赵东玉教授曾经提到，这些传统的

表演项目，如锣鼓、戏曲、踩高跷、跑旱船等，以其悠扬动

感的旋律、一唱三叹的歌词、戏谑的手段，传递着美的气息

和盎然积极向上的情调。 因此，教师教学这类歌曲时尽量

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通过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让音乐

学习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向学生传递文艺来源于日常生活

的观念，鼓励他们用音乐来赞美人生。 为了让《新年到》

的演出变得热闹而富有意义，可以举办扭秧歌比赛。 老师

应该提前准备几条红色的丝带，把它们绑在学生的腰部，这

样整个课堂的气氛都能变得热烈。 此外，为了让学生能够

更加深刻地体验这个节日，老师可以提供红色和黄色的表演

服装。“划龙舟”是一种有趣的节日活动，它能够让学生体

验到节日的欢乐。 老师可以使用一些材料，如瓦楞纸、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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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作出精美的龙舟船帮，并将其绑在椅子上。 当鼓声

响起，“龙舟里”的节拍响起，学生紧跟着节拍，协调肢体

动作，表现出“划龙舟”的精彩。 这种轻松愉悦的教学氛

围会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 教师将节日

文化的各种元素融入律动活动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

３．３　利用校园和社区活动展示音乐学习成果

学习的重点在于应用，通过实际活动来运用音乐知识，

展示音乐技巧，这是唱游与律动课程的最佳体现。 校园内

外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展示学习成果的绝佳平台。 开学

初教唱《上学歌》之后，可以组织入校(班)仪式，学生一边

唱《上学歌》，一边走入学校(班级)。 学生能够在这种严肃

而又不失活泼的仪式中进一步理解《上学歌》的意义。 新

的学期伊始，《上学歌》将成为重要的礼物。 为了让学生更

好地了解《上学歌》，学校可以举行庆祝仪式，让他们在欢

乐的氛围中接受新的挑战。 在培智学校，学校为他们创造

了一种更加丰富和好玩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

和掌握这首歌。 学校为学生准备一种更加精彩纷呈、有趣

的升旗仪式，可以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和感受到这首歌带

给他们的精神力量。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所处的社会，可以让他们扮演不

同的角色，比如理发师、顾客等。 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

更好地体会这些行为，还能让教学更有意义。 老师应该引

领家庭成员与理发师进行有效沟通，让他们感受到自我参与

学习的乐趣，苏霍姆林斯基也提出过：“让学生体验到自我

参与学习的乐趣，是激起他们对知识的热情的重要因素。”

通过学以致用，学生不仅可以获得赞许和肯定，而且还可以

激发出对知识的兴趣，获得更多的学习动力，从而更好地实

现自我价值。

４　结束语

　　唱游和律动是一种结合音乐和动作的康复治疗方式，它

主要通过音乐、歌唱和身体的动作互动，促进身体的运动、

协调和认知能力的发展。 唱游与律动的实施策略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１)针对患者特点个性化制定方案。 不同的

患者有不同的康复需求和能力水平，因此需要根据患者特点

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并通过唱游和律动的方法来实施。

(２)选取适合的音乐，创造积极的治疗氛围。 选取旋律欢

快、音色丰富、曲调变化多样、容易引发情感反应的音乐，

将康复治疗过程打造成愉悦的音乐游戏，让患者在享受乐趣

的同时，解除紧张、抑郁和疼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３)

建立积极的情感互动关系。 通过唱歌、舞蹈、律动等方式

进行互动，让患者之间建立起积极的情感联系，提高患者的

社交技能和交往能力，增强自信心和社交技能。 唱游和律

动有助于培养患者积极乐观的心态，增强其自信心和个人魅

力，提高社交技能，增加良好的人际关系。 综上所述，唱

游和律动是一种安全、可靠、有效的康复治疗方式，它不仅

可以促进身体功能发育，还可以增加患者的社交技能，提高

其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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