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在体育教学中运用体育游戏的意义及作用

李锡刚

论吉他对小学生音乐素养有何帮助

要帅

今年我校搞了一个体育课题《教学

中游戏的运用》，一年来就我所做的研究

进行了一个梳理和总结：

一、研究目的和方法

（一）、研究目的

以体育教学中运用体育游戏的意义

及方法为研究目的。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查阅大量期刊、报刊

书籍等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2.

观察了解法。 对部分学校体育课

教学现状进行了解， 分析在体育教学中

运用体育游戏的意义， 总结体育教学中

运用体育游戏的方法。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在体育教学中运用体育游戏

的意义

1.

体育游戏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方

面的意义。

体育游戏能使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

通过走、跑、投、攀登等基本动作，达到

充分活动身体的各个部位， 增强其心肺

功能，从而达到全面提高速度、力量、耐

力、灵敏等身体素质的作用。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

使家长忽视对子女的基本身体活动能力

的培养，从而造成学生身体素质大幅

下降。

2.

体育游戏在培养学生意志品质方

面的意义。

体育游戏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

学生的意志品质，对处于心智发育期

的学生显得尤为重要。 体育游戏最终

结果的评价方法是以取得比赛胜败

为标准，适时地在体育教学中穿插相

关类型体育游戏来培养学生的意志

品质， 可以培养他们坚强的毅力，吃

苦耐劳的精神， 自觉地接受坚持性、

自制力等意志品质的磨练。 例如在体

操类游戏中，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

学生树立勇敢顽强、机警果断的意志

品质

; �

在球类游戏中， 让学生懂得球

赛取胜的关键在于集体的密切配合，

是个人能力的集体表现，培养学生胜

不骄，败不馁，拼搏进取，团队合作的

集体主义精神。 在武术游戏时，让学

生进行身心健康的修炼，同时培养他

们爱国保家的情感和发扬优良传统

的风尚。

3.

体育游戏在促进学生社会化

方面的意义。

体育游戏对处于成长时期的学

生社会适应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体育

游戏不仅可以满足学生合群需要，促

进其人际交往，完善其个性特征。 而

且可以规范学生道德行为方式，培养

竞争合作意识。 在一些群体性体育游

戏中，需要学生互相帮助、互相配合，

共同完成一些规定性的动作。 如“喊

数抱团”“接力游戏”等等，这些游戏

对学生养成融入集体生活的习惯， 培养

优秀的团队精神， 增强学生的沟通能力

都具有显著作用。 每个体育游戏都有其

特定的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把参与活动

者组织起来， 要求他们按照规则来约束

彼此的行为和关系，并履行一定的职责，

从而使游戏得以公正、安全、顺利进行。

体育游戏规则是建立在公正和道德判断

基础之上的， 它可以对学生个体道德起

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学生通过对体育

游戏规则的理解， 可以促使其迁移到对

社会规范的理解和遵守， 加深对社会约

束力的理解， 进而影响到其社会道德行

为意识和社会行为方式， 造就学生对自

身行为及社会行为的所承担的责任感，

对其将来进入社会遵守社会公共准则起

到积极引导作用。

（二）、在体育教学中运用体育游戏

的方法

1.

在准备活动中的运用。

准备活动如慢跑、行进操、定位操，

反复使用会使学生感到枯燥、厌倦，课堂

气氛呆板沉闷。 可以采用一些奔跑类的

游戏，如

: �

蛇形跑、螺旋跑、跑动中的“听

号抱团”，或者用跳绳、跳橡皮筋、“传球

触人”等方法，这些活动同样也能取得热

身的效果。有些游戏既起到活动肢体、提

高兴奋性、集中注意力的效果，又能有利

于组织教学。 例如：“听口令做相反动

作”“人手一球”“取球比赛”等等。 这些

游戏形式多样、新颖，既是游戏内容又是

组织教学的手段。

2�

身体素质练习中的运用。

身体素质练习， 一般动作难度小、负

荷大、比较单调。采用游戏法练习，可以增

加趣味性， 调动学生的练习积极性。 如

: �

发展腿部力量的“立定跳远”“蛙跳接力”

“双人蹲跳”， 发展上肢力量的“推小车”

“平衡角力”“推人出圈”， 发展灵敏素质

的“打龙尾”“掷沙包”“打活靶”等游戏，

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要求进行选择运用，

游戏法用于素质练习时， 学生会比较兴

奋，积极性也较高，此时教师要注意运动

量的控制，防止负荷过大，同时要采取安

全措施，防止出现伤害事故。

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们必须重视体育游戏的重要性和教育性，

通过体育游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建设者。

体育游戏要与教学紧密结合，充分发

挥体育游戏的作用。 体育游戏要以促进学

生的个性发展为前提， 使其独立能力、创

造能力、思维能力得到发展。 将体育游戏

中的竞技型向娱乐型转变，培养学生良好

的人际关系，以适应和谐的、竞争激烈的

大环境。 体育游戏要以掌握一定的技术动

作为前提，把握体育游戏在教学中合理运

用的度，绝不可冲击必要的体育教学。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龙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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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音乐素养的主要来源在学

校的音乐课堂以及社团活动， 而小学

音乐课堂或者社团也只能解决简单的

问题比如音准、 节奏以及认识一些音

乐符号等等， 即便已经学唱会的歌曲

也处于模糊的状态， 但是一件乐器的

加入可以使学生更加具体地掌握原本

很抽象的音乐概念。 目前小学大部分

学校开设有葫芦丝、竹笛、竖笛等吹奏

类乐器。 其普及率高的原因有两点：一

是乐器易上手学习难度相对较低；二

是乐器成本低。 但是吹奏类乐器有很

多的缺点， 比如最致命的缺点就是在

吹奏的时候嘴巴无法同时唱谱子，而

音准的练习中唱谱是很关键的， 其次

是乐器自身的短板， 每支葫芦丝或者

笛子都是单一的调， 如

G

调的笛子或

葫芦丝只能吹奏

G

大调或者其近关系

调的乐曲，演奏音域也很有限，我们常

常会看到越专业的演奏者其乐器数量

越多，

24

个大小调至少要准备

12

支葫

芦丝或者笛子才能完成演奏。

一、那么乐器有多种多样，为什么

要选择吉他呢？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三大乐器是钢

琴、小提琴、吉他。 前面两件乐器，一个

是乐器之王，一个是乐器王后。 共同的

优点是一件乐器就可以演奏

24

个大小

调，演奏音域宽且音色悦人。 缺点也很

明显，钢琴笨重不便于携带，小提琴演

奏难度大不易上手， 二者乐器成本高，

不利于中小学普及，而吉他有着钢琴的

和声效果兼有小提琴旋律的灵动，同时

还可以一件乐器演奏

24

个大小调，其

成本较低，特别适合中小学的普及。

二、吉他的分类

吉他分为电吉他和木吉他两大

类。 电吉他需要音响和效果器，不适合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普及， 这里我们主

要来说木吉他， 木吉他分为古典和民

谣两种。 这两种吉他也是各有千秋，最

大外形的区别是古典吉他选用尼龙琴

弦，民谣吉他选用钢丝琴弦。 尼龙琴弦

柔软对手指痛感小一些， 但是音色暗

淡难以表达音乐的张弛度， 古典吉他

的缺点也正是民谣吉他的优势， 民谣

吉他音色明亮，节奏感突出，强弱对比

明显， 因此笔者选择民谣吉他作为提

高小学生素养的工具。

三、 吉他对小学生音准、 声乐演

唱、节奏、织体、和声、调式、调性、速

度、力度、音区、音色、左右手的协调、

自信心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如何运用吉他提高学生音准？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吉他

对于学生的音准音高概念的影响 ，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 唱歌

的音准是由基音和泛音组成的， 通常

音乐课可以解决基音的问题， 但是这

样的音高略显不准。 需要一个标准来

衡量音高， 学生自然会明白基音加泛

音才是最准的声音。 这个标准或者说

是参照物我们就用到了吉他。

当我们拿吉他的时候。 首先要掌握

的是吉他六根琴弦的音高分别从

6-1

弦为：

E

、

A

、

d

1

�

、

g

1

�

、

b

1

�

、

e

2

。 从第

1

节课

开始音高的概念就开始渗透了， 然后要

做的是掌握每根琴弦前三品格的构成

音。

1

弦为（高音

3-4-5

）（

e

2

-f

2

-g

2

），要

求边弹边唱谱， 吉他的标准音高带着学

生就有了明确的音高参照， 三节课左右

学生可以基本建立一弦的音高概念，并

且可以模仿准确， 当然有少数的学生还

是唱不准，这就需要做大量的练习了，这

样的学生约有

15%

，通过这样的练习，笔

者发现约有

85%

的学生可以在短时间之

内建立音准概念， 在吉他的辅助下很容

易可以唱准。

2.

吉他对童声演唱也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物理现象告诉我们在粗细相同

的情况下长弦发出的声音低，短弦发出

的声音高。

处在儿童时期的孩子们， 声带比成

年人的短，一般比成年人唱得高，但是大

多数孩子们唱不了高音。 如果小学生会

弹吉他的话， 抽象的概念瞬间变得特别

直观。 吉他的指板音是按照半音的关系

排列的，比如一弦一品格音高（按照固定

调理解）为小字二组的

f

（

fa

），从这个音

到小字二组的

a

（

l a

），需要跨越大三度，

用一弦演奏的话需要跨越四个品格，手

指的移动学生会直观的看出琴弦从长弦

变短弦， 这个就是低音到高音的秘诀，

“把长弦变短”在演唱中配合口型，从小

口变大口，下巴向下移动，配合口腔空间

扩大，喉位降低，会帮助声带“把长弦变

短”因此会发出

fa-la

的准确音高。 假以

时日学生会熟练掌握演唱高音的技巧，

且在不断地练习中再次巩固音准。

3.

吉他学习中掌握音乐伴奏织体，

帮助学生提高节奏感，感受和声的魅力。

谈到织体、节奏、和声 ，三者的关

系在吉他的学习中可谓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 相互渗透， 密不可分。 吉他用

于伴奏乐器时，伴奏织体主要有三种：分

解、半分解、柱式和弦（多音同时出现、各

种扫弦节奏型），而这三种伴奏织体是以

节奏的形式出现的， 同时还伴随着和声

的效果。 动感的节奏型，明亮的金属声，

让人不由自主地会跟着伴奏律动起来，

在耳濡目染的演奏中， 学生对和声 、节

奏、织体也就变得不陌生了，很直观地明

白了原本很抽象的名称和意义。

4.

吉他可以清晰直观地提高小学生

对调式、调性的理解与运用能力。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调式以西方大小

调体系为主， 也有部分我国的民族五声调

式或者七声调式，何为大小调？大调调式以

C

大调为例：

C

、

D

、

E

、

F

、

G

、

A

、

B

、

C

，调性色

彩明亮、阳光、开放；小调式以

a

小调为例：

a

、

b

、

c

、

d

、

e

、

f

、

g

、

a

调性色彩柔和、 暗淡、紧

缩。调式与调性这几个字看着就很抽象，干

巴的说教我相信包括成年人在内也没有几

人能坚持听完并且听懂。

吉他的和弦会清晰地告诉我们这首

歌曲是大调还是小调， 比如经典歌曲罗

大佑的《童年》，开头第一个和弦和最后

的和弦清楚地告诉我们是

G

和弦， 标志

着这首歌曲

80%

的可能为

G

大调， 再看

和 弦 级 数 的 走 向 为

I-VI-IV-V,

I-IV-V-I

的大调和弦走向，所以可以确

定为

G

大调。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歌曲的

调性色彩来听辨，和声以明亮、阳光 、开

放的色彩为主，无疑是大调式。

再如俄罗斯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以

a

小调为例，开头的和弦和结尾的

和弦就明确告诉我们为

Am

（

a

小和弦）

和弦，调式中明显出现了

#4

、

#5

这样的

特性音，可以明确为

a

旋律小调。 调性色

彩为柔和、暗淡、紧缩更加可以坚定就是

a

旋律小调。

5

、小学生在练习吉他的时候会随着

速度、力度的变化，对音乐情绪的理解和

表达更加清晰。

如快速的作品多用于表达欢快热烈

的情绪， 慢速的作品多表达抒情或者悲

伤的情绪， 力度方面的强弱对比学生更

能体会到情绪的高涨与低落， 渐强的演

奏方法多用于情绪的推动， 从平淡到热

烈，而渐弱的处理从热烈到平淡，用于结

尾处会给人以结束感。

6

、 吉他如何帮助小学生感知音区、

音色的不同？

民谣吉他常用的把位从

1

品格到

12

品格，音域特别宽广，

1-6

弦，琴弦依次从

最细到最粗，音高依次降低，

1-3

弦音色明

亮适合表达旋律线条，

4-6

弦琴弦较粗，音

色浑厚低沉适合旋律伴奏，做低音进行，使

音乐更具律动。 演奏中学生对音区和音色

的感知是直观的， 同样把原本抽象的概念

很具体地展示在学生面前。

7.

吉他如何帮助小学生左右手协调？

吉他的发声原理是左手压在品格中

靠近右边品条位置， 右手弹拨对应的琴

弦，琴弦震动而发出声音，练琴中可以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对学生左右手的协

调能力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

8.

吉他如何帮助小学生建立自信？

我们常说“艺高人胆大”，如果你善

于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学吉他的孩子的

眼神都是带着光芒的， 想弹好吉他就得

坐得住，还要经过无数次的练习，从错到

对的无限循环， 还要经受指尖与钢丝琴

弦的无数次摩擦，水泡、茧子、划痕都会

是印在手指上的一枚枚“勋章”，当学生

经过这些刻苦的练习之后， 弹奏出美妙

的音乐，就是建立自信心最好的方法，越

弹越好越自信。

9.

通过吉他我们建立了团队意识。

吉他的弹奏方式有很多种， 一个人

演奏总会是比较单调的， 上文我们提到

了

1-3

弦常演奏旋律线条 ，

4-6

弦做低

音进行， 当然也可以模仿

bass

，

A

同学演

奏

1-3

弦做旋律声部，

B

同学演奏

4-6

弦做低音进行，

C

同学用分解和弦或者

扫弦做伴奏声部，

D

同学敲击面板、侧板

配合不同的节奏型做打击乐声部， 这四

位同学就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了， 在相同

的速度下，四位同学相互配合，相互衬托

就可以演奏出一支乐队的效果， 在无数

次的配合中， 四位同学的团队意识也得

到了很好的锻炼。 如果我们想把乐队编

制放大，那么

A

同学升级为

A

小组，依次

扩编

B

、

C

、

D

为小组，这样就会组成一支

大型乐队，中间可以有独奏、齐奏、合奏

等不同的演奏形式。 人数越多团队合作

的要求就越高， 在无数次地排练中学生

的团队意识也会越来越浓。

综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吉他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对学生的音乐素养的

提升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并且可以作

为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

（作者单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

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