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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律动是舶来语Eurhythmics的译文（有的译作律动活动，有的译作韵律活动，在沈颖南译的凯洛夫
教育学上也译作律动，但注明是有音乐伴奏的运动）。
Eurhythmics-词是由希腊语蜕变而来，接头语Eu，意思是美好；Rhythm意思是尺度、均衡、调整。
所以Eurhythmics在医学上解作脉搏的调匀，在艺术上，如诗歌、绘画、雕刻、建筑等，就意味着结构
上的调和、均衡、匀整。
但本书所说的幼儿律动是专指幼儿受音乐的感染和体育动作之融合与协调而作的形体活动。
它的意义是：感情的活动与身体的活动合而为一的一种自然的、有节奏的运动或表现，就是说，幼儿
由于敏感地领会音乐节奏的内容，而迅捷地、直觉地发生一种与音乐节奏相适应的情感；同时把自己
发生的情感即景生情地、很自然地、有节奏地用动作或姿势表达出来。
这个有节奏地发动感情，同时又把感情变为节奏的表现或运动，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律动。
怎样培养儿童使他们对音乐的刺激有正确的、丰富的感受力，使他们会把自己的想象力和感情敏捷地
、美妙地、配合着音乐节奏表现出来，这就是律动教育。
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件最好的“乐器”，这个观点对于近现代律动教育的发展和
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出现“律动”这个词是在近代，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律动的作用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与重视。
　　幼儿律动是儿童歌舞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儿童是一种美的熏陶和教育，它与儿童身心发展
有着重要的内在关系。
律动教育最初仅适用于音乐学习方面，后来渐渐被判明这种教育对于儿童心身发育有很大的帮助。
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智力起源于动作”。
幼儿在语言和行为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阶段，他们主要是靠肢体动作了解身边的事物，探索和学习外
部世界，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意图。
现代幼儿律动是幼儿园普遍开展的基本活动，幼儿在律动中唱着歌、随着音乐节奏表演或模拟各种事
物动作，以身体各部位的动态来感受音乐、理解音乐、表现音乐，不仅得到艺术美的陶冶，也提高了
身心协调活动的能力，同时也是幼儿表达情绪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因此进行律动活动对于促进儿童的身体全部的发达，包括自大脑以至四肢，自中枢神经以至末梢神经
，皮肤，肌肉等身体内外全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与巴甫洛夫精神肉体的统一原理不谋而合。
可见幼儿律动不仅训练儿童有敏锐的感觉、丰富的感情、清晰的理智、张弛随心的肌肉、灵活的动作
、美妙的姿态和健康的体格，还能促进儿童精神的集中、意志的统一，增强它们对于身体的控制力。
同时还发展儿童的想象力、思维力、表现力，培养儿童的创造性、自觉性、积极性。
儿童在音乐舞蹈活动中得到美的熏陶和审美情趣，育成高尚品质。
所以律动能促使幼儿的身体发育更健康，性格更开朗，有助于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
　　目前在小学和幼儿园里，律动活动广泛开展，不过做专门研究和做有系统的整理的还不太多，相
关书籍也比较缺乏，亟需我们取他人之所长，结合民族独具的风格，选择适当的教材，创造出有中国
特色的律动来帮助儿童身心的发育和品质的培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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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学前教育专业（新课程标准）“十二五”规划教材：幼儿律动》强调幼儿律动的游戏性、
趣味性和时代感。
根据不同年龄段划分为小班、中班、大班。
内容丰富广泛，除了提供自然、植物、动物、家园、生活常识等主题外，还在律动基础上增加了部分
幼儿歌舞表演。

　　《全国学前教育专业（新课程标准）“十二五”规划教材：幼儿律动》可供高等院校及中职、中
专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及幼儿园教师和幼教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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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律动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律动
一、律动的概念
二、音乐视角下的律动
三、舞蹈视角下的律动
四、幼儿律动
第二节 律动的特点与作用
一、幼儿律动的特点
二、幼儿律动的作用
第三节 律动的分类
一、按律动内容分：植物类、动物类、自然类、社会类
二、按动作特点分：欢快活泼、抒情优美、民族风格、现代风格
三、按律动形式分：行进律动、原地律动、自由律动、器械律动
第二章 律动教学
第一节 律动教学的目标与任务
一、律动教学的教育目标
二、律动教学的教育价值
三、律动教学的教育任务
第二节 幼儿舞蹈律动与幼儿身心发展的关系
一、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二、舞蹈律动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作用
第三节 幼儿律动教学的组织形式
一、集体教学
二、分组教学
三、角色扮演
四、个性发挥
五、教学互动
第三章 幼儿律动创编
第一节 律动创编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 幼儿律动创编的基本原则
一、幼儿律动创编的基本原则
二、幼儿律动创编的特殊性原则
第三节 律动创编的构成要素与手段
一、舞蹈律动构成要素一：主题
二、舞蹈律动的构成要素二：音乐
三、舞蹈律动的构成要素三：动作
第四章 实例
小班部分
课例1《小蜗牛》
课例2《小熊舞》
课例3《秋天》
课例4《小猫歌》
课例5《拉摇搓甩》
课例6《举蹲弯仰》
课例7《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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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8《拍手点头》
课例9《拍拍手》
课例10《小飞机》
课例11《小袋鼠》
课例12《两只老虎》
课例13《小青蛙》
课例14《蒲公英》
课例15《乖孩子》
课例16《小种子》
课例17《我有一双小小手》
课例18《十个小印第安人》
课例19《洗手帕》
课例20《小露珠》
课例21《数星星》
课例22《下雪了》
课例23《春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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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是要把握音乐的节奏、强弱、高低、快慢等因素，以及旋律的起伏、音色的变化
等；二是把握动作的形象、力度、幅度等因素，在律动中唤醒人的天生本能，更为准确地表达对音乐
性质和内容的理解，从而增强身体的灵活性、感受力与表现力。
 （一）幼儿律动创编的目的性原则 一般来说，律动内容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训练目的。
因此律动的创编首先必须要明确是在什么范畴内的律动创编，也就是要明确律动编创针对的人群和对
象是谁，他们需要哪些方面的律动训练。
不同专业、不同人群、不同学习目的所需要的律动创编也是不同的。
所以律动创编一定要有鲜明而确定的目的性。
 例如：律动创编活动是对幼儿进行一般性训练或者是具有特殊要求的针对性训练，那么其内容的编排
、动作的设计、音乐的选择、练习的途径都应该有不同的考虑，才能使幼儿律动活动产生有效的作用
。
 （二）律动创编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原则 幼儿阶段孩子的身体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不同年龄其
身体发展水平和特征不同，其各方面的能力也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在创编幼儿律动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和实际接受能力，针对幼儿不
同年龄阶段的身体指征、心理特点、认知水平有的放矢进行编创才能达到最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学龄前儿童的年龄一般是3到6岁，分别就读于小班、中班、大班，不同年龄的幼儿其骨骼、肌肉、关
节、呼吸系统、心肺功能不同，认知程度不同，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同，是一个逐渐发展、不断提
高的过程。
因此创编幼儿律动，必须使律动的内容、形体动作的强度、力度、幅度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按照循序
渐进的原则，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阶段性、科学合理地进行，使创编的幼儿律动符合幼
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二、幼儿律动创编的特殊性原则 （一）幼儿律动创编的直观性和模拟性原则 幼儿时期大脑正处于发
育期，抽象思维还未形成，幼儿的思维多为形象思维。
他们对事物的认识首先依据外在形象及其主要特征，对具体形象的事物较容易理解与接受，同时对外
界事物有着强烈好奇心，还具有好动和喜模仿的特点。
而“艺术本是一种模仿的形式”，对于认知能力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幼儿来说，更是可以“通过节奏性
的动作去模仿性格、情感和行为”。
因此，通过律动活动来认识客观物质世界是一个适合他们学习、认知周围世界的最好方式。
 （二）幼儿律动创编的简单化和重复性原则 由于幼儿时期大脑发育还在进行中，因此神经系统和控
制系统还不够完善，他们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性、记忆力、理解力、感统支配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在发
展的过程中，对于较为精细和复杂的动作难以完成。
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化繁为简，突出主要特征，帮助幼儿更快地理解与掌握表现对象的特点。
 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在律动创编活动中不要把过于复杂化、成人化的动作及节奏类型强加于孩子，要
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遵守简单化、重复性的原则，使编创的幼儿律动得到幼儿的
喜爱，获得更好的练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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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学前教育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幼儿律动(新课程标准)》可供高等院校及中职、中专的学前教
育专业的学生及幼儿园教师和幼教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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