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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教学法在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课程
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吴裕美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通分院，江苏 南通 226000）

摘要：奥尔夫教学法是世界三大音乐教学方法之一，主张以

儿童为中心，运用肢体动作、音乐游戏和即兴创作开展音乐教育，

提升儿童音乐表现能力。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教

师要积极融入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精心设计音乐游戏，搜集婴

幼儿热门歌曲，丰富音乐课程教学内容，运用微课和新媒体开展

教学，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增加音乐创作教学课时，鼓励

学生自主创作，提升学生音乐素养，积极开展审美教育，带领学

生欣赏世界名曲、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挖掘学生音乐潜力，提

升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课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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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策略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核心是“原本性”音乐教育，把音乐、动作、

舞蹈、语言和文化融为一体，尊重儿童天性，设计音乐游戏教学

活动，让儿童双手、大脑和双脚等都“动起来”，引导儿童进行

音乐创作，进一步激发儿童音乐想象力、创造力，有利于儿童智

力发育。音乐是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必修课，教师不

仅要讲解基本的学前音乐教育理念，还要培养学生音乐创造能力

和审美能力，把最新的婴幼儿音乐教育理念、教学内容融入音乐

课教学中，把职业技能和音乐课教学衔接起来，进一步提升学生

音乐综合素养。音乐教师要积极开展奥尔夫教学，运用音乐游戏、

信息技术和音乐实践活动开展教学，选取热门婴幼儿歌曲开展声

乐教学，丰富鉴赏课教学曲目，全面提升音乐课教学质量。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特点

（一）元素性

奥尔夫认为音乐教育要融合多种元素，遵循原本性原则，把

多元化艺术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创作出更有吸引力、感染力的音

乐，例如把不同音乐技巧、音乐元素、音乐教学方法等融合起来，

打造多元化音乐教学模式。奥尔夫编写了很多音乐教材，使用了

最天然、最朴实的音乐素材，例如朗朗上口的五声调旋律、大小

调式和回旋曲式等，利用这些最自然的元素激发学生情感共鸣，

激发观众情感共鸣，这种越纯粹、越自然、越生活化音乐课程最

吸引学生，有利于提升儿童音乐教学质量。

（二）综合性

音乐是人类表达情感和情绪的主要方式，也是提升人类艺术

创作力的重要渠道。奥尔夫认为原始音乐包括了语言、动作和舞蹈，

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因此，音乐教育也要多元化，打破课例、教

材和学科之间的界限，开发多种音乐素材。例如音乐教师可以运

用故事、游戏、歌唱、舞蹈等开展教学，引导幼儿利用拍手、跺脚、

哼唱和游戏等方式学习音乐知识。音乐教师要领悟奥尔夫综合性

教育理念，立足不同年龄段儿童发育特点，开发不同音乐教学素材、

采取不同音乐教学方法，从儿童语言入手，延伸到音乐、动作和

舞蹈等领域，让儿童获得全面发展。

（三）参与性

参与性是奥尔夫音乐理念的重要思想，打破了传统音乐教育

理念，主张把音乐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亲自、主动参与到音乐

活动中，鼓励他们亲身感受、亲身体验和亲身创作，让学生在实

践中掌握音乐知识。奥尔夫认为学生和音乐都是教育的主体，我

们应该让音乐教育回归本真，落实人本理念，让学生和音乐来主

导教学活动，教师只是活动的协助者，让学生乐在其中、美在其中，

从而激发学生音乐学习积极性，让他们主动运用生活素材、生活

经历等进行音乐改编或音乐创作活动，进一步提升学生音乐素养。

（四）即兴创造性

音乐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主动学习音乐知识、参与音乐活动、

学习音乐文化，从而提升学生艺术素养，让学生运用音乐抒发情感，

从而提升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和想象能力。奥尔夫认为即兴创作是

最自然、最原始的音乐表现方式，包括了舞蹈、语言、歌唱等即

兴创作，通过导入不同风格音乐来激发学生即兴创作灵感，鼓励

学生积极亲身体验、自主创作，把舞蹈动作、音乐和歌唱结合起来，

创作出更有个人风格的音乐作品。音乐教师要留给学生即兴创作

的空间，引导学生对歌曲进行改编、运用肢体动作伴奏或鼓励学

生进行舞蹈创编，全方位激发学生艺术创作灵感，从而提升学生

音乐即兴创作能力。

二、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课程教学现状

（一）音乐教学内容比较单一

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课教学任务比较重，包

括了基本乐理知识、声乐教学和音乐鉴赏等模块，很多教师忙于

完成教学任务，忽略了开发课外音乐素材，对当前热门的婴幼儿

音乐早教、幼儿园音乐教育理念、幼儿歌曲等不太了解，忽略了

把这些息息相关的素材融入教学中。音乐是婴幼儿教育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婴幼儿行业从业人员必备职业技能，但是目前音乐课

程和岗位技能衔接存在问题，对岗位技能讲解不够深入，例如对

音乐早教、热门幼儿歌曲没有融入教学中，影响了学生对岗位技

能的了解。

（二）学生课堂参与度比较低

高职学生对音乐课重视度有待提升，他们在音乐课上的表现

并不太积极，很少主动回答问题、展现歌喉，整体课堂参与度比

较低，影响了自身音乐素养提升。部分学生把音乐课当作了“放

松课”，对乐理知识了解比较浅薄，练声环节表现不太积极，很

少与音乐教师和同学进行互动。部分学生在即兴创作中缺少积极

性，只是单纯模仿录像带演唱方式，很少进行自主创作，不太熟

悉歌曲改编流程，无法把乐理、鉴赏和声乐等知识融会贯通，影

响了自身音乐创作能力提升。

（三）音乐教学方式比较单一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课内容丰富，但是很多教师

却习惯沿用“一刀切”式教学模式，没有根据教学模块特点来制

定教学方案，忽略了运用新媒体、音乐创作和项目式教学等方式

开展教学，单一化的音乐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

例如教师在声乐教学中，只是口头讲述发声技巧，分析每一句的

音高、吐字和转音等技巧，忽略了运用音乐类 APP 和微课等开展

教学，导致学生只是模仿老师演唱方式，没有把情感投入演唱中，

影响了声乐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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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美教育渗透不足

部分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教师把教学重点放

在了声乐和乐理教学中，忽略了渗透审美教育，没有带领学生挖

掘歌曲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家国情怀等元素，这种教学模式影响

了学生审美态度，不利于提升学生音乐审美能力。例如音乐教师

把乐理、声乐和鉴赏模块完全分裂开来，忽略了结合民族音乐、

西洋乐器和流行歌曲等渗透审美教育，没有讲解歌曲、乐曲中蕴

含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音乐家创作风格，影响了审美教育的

渗透，不利于学生即兴创作和音乐创作。

三、奥尔夫教学法在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课程教

学的应用策略

（一）设计音乐游戏，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

游戏化教学是婴幼儿教育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也是奥尔夫

音乐教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

乐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来设计音乐游戏，把游戏化教学和奥尔夫

音乐教学融为一体，让学生了解婴幼儿音乐游戏化教学理念，从

而提升学生自身音乐教学能力。例如音乐教师可以搜集近期热门

的幼儿歌曲伴奏，设计“听音识曲”游戏，分为个人和小组竞赛，

在规定时间内猜对歌名、演唱歌词和旋律正确的个人和小组获胜。

首先，教师可以积极了解婴幼音乐教育相关信息，例如婴儿早教

机构使用的音乐、幼儿园音乐教学曲目和网络热门儿歌等，把这

些音乐剪辑成微课，激发学生参与音乐游戏的积极性。例如搜集

《听我说谢谢你》《学猫叫》《小星星》和《数鸭子》等歌曲伴

奏，把这些伴奏剪辑在一起，让学生举手抢答，需要答出歌曲名

称，并演唱出伴奏选段歌词。其次，音乐游戏结束后，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搜集游戏中出现的相关歌曲，让学生搜集歌曲完整曲谱，

进行小组合唱练习，把声乐、乐理和鉴赏教学融为一体，提升学

生音乐素养。

（二）立足就业导向，优化课堂音乐教学内容

高职院校要积极了解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相关就业信

息，组织音乐教师外出培训，提升音乐教师专业素养，做好音乐

课教学和职业教育的衔接。首先，音乐教师要深入早教机构、幼

儿园调研，观摩一线婴幼儿音乐教学，了解早教机构音乐内容、

教学方式，观摩幼师音乐课教学，搜集一线音乐教学素材，并把

这些贴近岗位技能的音乐素材融入教学中。例如教师可以参照幼

儿园音乐课编写教学案例，为学生播放幼儿园音乐课教学视频，

创设职业化教学情境，让学生观摩幼师音乐课教学流程，鼓励学

生尝试幼儿音乐课试讲。其次，教师可以组织班级音乐试讲课评

比活动，让各个学生自主设计幼儿音乐教学案例，选取合适的教

学内容，对学生音乐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互动环节设计等流

程进行点评，帮助学生完善音乐教学方案。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切磋，

例如互相进行角色模拟，一名学生担任音乐教师，其余学生扮演“幼

儿”，提前模拟音乐课教学过程，从而提升学生音乐教学能力。

（三）合理运用新媒体，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

音乐教师可以运用音乐 APP、短视频等开展音乐教学，搜集

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进一步丰富声乐、鉴赏等教学内容，激发

学生音乐学习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即兴创作。第一，

教师可以选用抖音 APP 开展教学，选取《万疆》《我和我的祖国》

等爱国主题歌曲，运用短视频开展教学，并提前把短视频发给学生，

让学生提前了解音乐课教学内容，科学指导学生课前预习。学生

可以根据短视频学习哼唱歌曲，并在音乐 APP 上搜集这些歌曲相

关视频，学习完整版歌曲演唱方式，进一步提升自身演唱水平。

第二，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一起拍摄短视频，运用学生喜爱的“快闪”

方式开展音乐教学，激发学生歌唱积极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音

乐学习中。学生可以分组拍摄抖音短视频，在校园内自主取景，

选择本小组喜欢的歌曲，可以搭配相应的舞蹈动作、队形变化等，

展现自身音乐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教师可以对各个小组拍摄的

抖音短视频进行点评，让学生评选出最佳创意、最佳演唱和最佳

歌手等奖项，进一步落实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

（四）增加音乐实践，提升学生音乐创造力

随着民族音乐的崛起，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融合越来越深入，

这给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教学改革注入了新活力。

音乐教师要积极组织即兴创作活动，这也是渗透奥尔夫音乐教育

理念的重要方式。首先，音乐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积极改编音乐作品，

让学生尝试歌曲改编、串烧等创作，让学生提交个人或小组改编

作品，营造良好的音乐创作氛围，激发学生音乐创作灵感。例如

学生选择古风歌曲主题，搜集了周杰伦、许嵩等歌手作品，以歌

曲串烧的方式进行排练，演唱了《青花瓷》《菊花台》和《断桥

残雪》等歌曲，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融合，展现了

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其次，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歌曲改编，利

用钢琴进行伴奏，演示和弦演奏方式，为学生演示不同旋律组合

技巧，指导学生自主编写乐曲、填写歌词，鼓励学生自主创作歌曲。

学生可以尝试对老歌进行改编，重新编曲，转换歌曲演唱方式，

让老歌焕发出活力，弘扬和继承传统民族音乐文化，提升个人社

会责任感和音乐创作能力。

（五）渗透审美教育理念，丰富教学评价内容

审美教育和音乐教育密不可分，教师可以把二者融为一体，

把审美教育融入教学评价中，挖掘学生音乐潜力。首先，教师可

以运用搜集课外音乐素材，搜集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交响乐和

钢琴曲，运用多元化音乐元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发表

自己的音乐学习和鉴赏体验，针对学生对歌曲、乐曲理解能力、

音乐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和创作能力等进行评价。例如教师可以

带领学生欣赏古筝名曲《渔舟唱晚》，让学生分析古筝音色、演

奏方式和创作背景，鼓励学生运用互联网搜集相关素材，拓宽学

生审美视野，鼓励学生分享自己鉴赏感受。其次，教师可以组织

班级合唱活动，鼓励学生自由结组，选择合唱歌曲，针对各个小

组和声、音准、情感等方面开展教学评价，让学生体验和声魅力，

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例如学生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抒发了

对祖国的热爱，为祖国飞速发展而自豪，也表达了自己建设祖国、

奉献社会的志向，展现了新时期大学生风采。

四、结语

随着新媒体、音乐 APP 等的兴起，大学生听歌方式也越来越

多样化，这给高职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教学改革注入

了新活力。音乐教师要与时俱进，创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利用

新媒体设计音乐游戏，搜集婴幼儿音乐岗位技能，促进音乐教学

和岗位技能衔接，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素养，

积极组织多元化音乐创作活动，提升学生音乐改编和创作能力，

提升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音乐课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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