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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环境下特殊儿童的音乐教学研究

曹艳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北京 100143

【摘要】融合教育，是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入普通学校，与正常儿童在一起学习和生活，促进特殊儿童和正

常儿童共同发展。本文主要通过几名特殊儿童在融合教育环境下，探究音乐教学方法并找寻融合教育的有效路径。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1)奥尔夫乐器唤起特殊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2)音乐形意律动培养特殊儿童的音乐感知力。(3)
在中国民歌演唱中培养学生音乐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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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融合教育，相关政策法规不

断完善，初步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融合教育发展模

式与保障机制。融合教育作为实践活动及思想理论体现

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融合教育，是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入普通学校，与正

常儿童在一起学习和生活，促进特殊儿童和正常儿童共

同发展。本文主要通过几名特殊儿童在融合教育环境下，

探究音乐教学方法并找寻融合教育的有效路径。

1 特殊儿童基本情况
1.1 孤独症

孤独症儿童经常被人称为“星星的孩子”，因为他

们只活在个人的世界里，一般不会和人交流。在临床表

现上一般表现为：不能同父母和周围的小伙伴建立亲密

关系，存在语言交流障碍和语言发育迟滞。此外，还有

可能会表现出感觉、动作障碍以及智能、认知障碍、仪

式性动作等。涵涵，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她就属于这一

类型。

1.2 学习障碍症

 学习障碍症主要表现为语言理解及表达困难、阅读

障碍、文图视觉空间障碍、书写困难。小则，是个胖胖

的男孩，他属于这一类型。

1.3 唐氏儿童

 唐氏儿童该病症典型的表现为患儿眼距宽，眼裂小，

鼻根低平，外耳小，舌胖且常常伸出体外，身材矮小，

智力低下。贝贝，是个男孩，他属于这一类。

2 创设宽松、愉悦的课堂学习环境。
教育环境主要包括心理环境、实物环境、语言环境。

环境影响着儿童的情绪，发展创设轻松愉悦的学校环境，

有助于儿童形成健康完善的心理素质，所以要打造适合

孩子需要的融合教学环境。比如：教师在布置儿童学习

的音乐教室时，必须进行针对化设计，提供富有活力且

宽松和谐的环境，满足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并且有的

放矢，能够充分发挥环境育人的重要作用。其次，教师

要加强与儿童间的沟通交流。教师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儿童，所以教师应与儿童进行和谐平等的交流

与沟通，才能够使儿童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及被关心呵

护。教师与儿童进行沟通和交流，能够使儿童身心健康

成长，儿童也能够保持活泼开朗的情绪，能够乐于接受

并相信教师。教师在与儿童沟通时，能结合不同儿童的

身心发展特点，采用多元化的方式方法因材施教，并予

以引导和帮助。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有了这个宽松、

愉悦的环境儿童就能够轻松地融入课堂，融入到教学中。

3 特殊儿童在音乐教学中的实施
3.1 奥尔夫乐器唤起特殊儿童学习音乐的兴趣。

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早在 20 世

纪中叶就创立的独特的综合性音乐教学法，是将各种各

样奥尔夫系列乐器演奏的节奏、律动、舞蹈、语言、歌唱、

绘画、戏剧表演等元素予以融合，不仅让幼儿学习音乐，

培养儿童的音乐能力，而且对儿童的语言能力、行为模

仿能力、想象力及创造力等多方面进行开掘诱导，整体

上以音乐的节奏为基础，结合身体律动，唱、奏、动、

听综合教学的音乐教育，用以唤起儿童对音乐的兴趣，

激发儿童对音乐的情感与兴趣。

针对这三个孩子，教师在音乐课堂上从那些比较容

易上手的打击乐器或散响类节奏型乐器以及一些容易演

奏的特色乐器入手来对这三个孩子进行训练。

首先，在全体学生进行乐器演奏的练习时，为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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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选择他们喜爱的乐器，然后教师给他们设计相关

的节奏，让孩子们随着节奏模仿练习，找到自己所演奏

乐器的表达方式，并逐渐熟悉这种表达方式。随着孩子

们对乐器演奏声音探索性的尝试，孩子们的感觉和自身

演奏行为会逐渐融为一体。同时，孩子们通过节奏模仿

的演奏过程，会逐渐感知到自己所演奏的乐器声音在团

体中的影响和作用，同时还能感知其他孩子所演奏的乐

器声音与自己的乐器所演奏的声音之间的关系。这也是

个体和集体的融合过程。

其次，针对这三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当其他孩

子们演奏同一种乐器时，为这三个孩子选择他们所熟悉

的乐器进行演奏。比如当全班孩子进行口琴演奏《啊，

苏珊娜》的学习时，笔者为唐氏儿童贝贝和涵涵选择了

小木琴，让他们只演奏长音的地方，为了教会他们笔者

不厌其烦的一遍遍手把手教他们，让他们模仿着笔者的

演奏方法进行演奏。而针对学习障碍的小则虽然他课上

从来不带学习用具，拒绝学习。但笔者没有放弃他，通

过耐心的找他谈心，在同学们面前积极鼓励他，从而使

他有了学习的渴望。对小则笔者降低了他学习口琴的难

度，先教他在每一乐句的结尾用口琴吹一个长音开始，

只要他能够按节奏准确的演奏出长音，他就完成了学习

任务。当这三个孩子能够按要求演奏时，全体同学用口

琴和他们合作一起演奏《苏珊娜》。这样三个孩子不仅

体会到了成功的喜悦，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所演奏

的乐器在其他乐器中的重要性，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重要

性，增强了学习音乐的兴趣。

3.2 音乐形意律动培养特殊儿童的音乐感知力

“形意”顾名思义就是“象形会意”，“律动”指

根据“象形会意”的特征而设定的有规律的肢体运动。

音乐形意律动并不是舞蹈，也不是武术，而是根据一定

形体特征规律的人体特殊的运动方式。是把人既抽象又

具体的形体语言，在音乐的激发与暗示下外化出来。再

经过系统的探索体验，让人有机会对过去或现在的行为、

情感、情绪体验进行再认知。

音乐形意律动的形式可以是单人的、双人的以及多

人的，从内容上可以采用无标题形意律动、有标题形意

律动、特定情境形意律动三种不同层次。在音乐课上，

进行有标题的形意律动时。可以根据音乐课题设计相关

主题的标题，比如：《送别》、《我和父亲母亲》、《捉

迷藏》等等，然后根据所设定的标题来选择恰当的音乐，

进行律动。例如：教师设计的主题标题是：《童年的趣

事》，根据这个主题教师选择了钢琴曲《童年的回忆》

作为律动音乐，然后教师引导各小组自己设计形意律动

的构图。三个孩子自由结合到了两个小组内进行音乐形

意律动，学生们使用了站、坐、蹲、跪、躺、卧等各种

不同的姿势和动作来完成本小组成员的音乐形意律动。

音乐形意律动解放了孩子们的天性，使孩子们身心放松，

排除杂念和制约，以一种良好的，正确的表演状态投入

到所设定的音乐情境之中，发掘了孩子们内心里被封锁

了的潜意识并且打通与肌体行为之间的协调关系。说到

底是一个不断发掘自我、重新整合自我的过程。

音乐形意律动还可以通过模仿动物或植物的形体动

作，模仿前教师要通过音乐创设规定的情境，然后引导

学生们尽量抓住被模仿的事物的特征进行形体表情的提

炼，尽量做到“神似”。在最开始阶段，可以从单个的

动作模仿练习开始。例如：模仿雄鹰的形意律动，就是

通过模仿雄鹰的神韵，利用垫脚、憋脚、摆臂、搭颈等

“雄鹰展翅”，“雄鹰飞翔”的特色形体造型及相关律动

的连接来完成。学生在模仿动物的行为过程中，逐渐把

动作与音乐的节拍、节奏整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三

个孩子对外界音乐的感知力、观察力、表达力、控制力

等都得到提高。同时，在小组合作学习中，也使三个孩

子很快的融入到班级中。    

3.3 在中国民歌演唱中培养学生音乐情感

学习演唱中国民歌，希望通过歌曲的演唱过程中的

情绪疏导，能使孤独症的涵涵和学习障碍症的小则达到

疗愈某些心身疾病的治疗目的。中国民歌的内容丰富，

种类繁荣，加上我国民族的多样性及地域生态差别，导

致各民族生活习惯的差异性，也使中国民歌的艺术风格

变化万千。不同地域的音乐种类是多种多样，有“信天

游”、“赶五”、“五更调”、“十枝花”等，而各民

族的音乐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苗族有“飞歌”，

蒙古族有“长调”“短调”，侗族有“大歌”……不同

的民族也有不同的音乐风格特点。就风格而言，苗族民

歌甜美奔放，瑶族民歌古朴浑厚，藏族民歌舒展高昂，

藏族民歌宽广悠扬。同是汉族民歌，北方的以粗犷豪放

见长，南方的则比较清丽委婉。按照体裁来分，可以分

为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情歌、儿歌、生活歌六类。

但并不是所有民歌都可以用于音乐教学中，具体的曲目

要求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来确定。

针对这三个孩子的情况，在中国民歌的曲目的选择

上主要体现在符合学生年龄段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及

旋律风格、歌词内容这几方面。例如：选了一首北京民

歌《北京胡同》它的主题方向就是“爱国、爱家”，这

首歌歌词中饱含着深切情感，那么，针对这三个孩子教

师是如何教唱的呢？

首先是歌唱热身环节通常是通过歌曲演唱的体验环

节进入到情绪情感中的，教师通过让学生用一个字“啦”

进行歌曲《北京胡同》的模唱练习。如果歌曲中出现较

难的乐句，教师通过演唱示范。让三个孩子模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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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环节中大家都能够很快的掌握。演唱歌词的时候，

教师采用无伴奏的方式教学生清唱歌词，等到练习到一

定熟练程度时，教师再带领学生跟随伴奏进行演唱。这

样就能完成热身练习的阶段性目标。

在平时的常态课中，教师经常在歌唱热身环节中加

上蒙古族长调的演唱。因为从作品的旋律乐句的呼吸特

点来看，蒙古族长调在演唱时，常有将一个完整乐段从

低音区提到高音区，再回到低音区的特点。长调民歌的

特点呼吸绵长、节奏自由，高亢奔放，字少腔长。不少

乐句中都带有长长的拖音。再加上起伏的颤音，唱起来

豪放不羁，一泻千里。不仅对肺部呼吸功能是个很好的

锻炼，又可以解放孩子们的情绪。所以，在歌唱热身环

节，教师会选用一些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歌曲。

其次，歌曲的讨论环节，主要是对歌词内容上的理

解和旋律表达情感感受进行深入的讨论。教师要把每一

句歌词打出来，教师请贝贝和学生反复朗读，理解歌词

的内涵。然后再请涵涵和小则把对歌词的理解描述给大

家，大家对他们的发言进行评价或者针对歌词内容发表

自己的看法。然后各小组分组进行讨论用不同的演唱、

表演形式演绎歌曲。三个孩子自愿选择去哪个小组学习。

最后，进入歌曲的表演环节，是深化个体和小组成

员情感、情绪体验的环节，各小组展示自己的讨论成果。

有的小组把歌曲改编成说唱风格，有的小组模仿了京剧

中花旦和老生的角色进行表演，还有的小组则模仿了过

去北京城里的孩子手拿扇子，摇头晃脑自信演唱时的样

子。通过展示教师发现这三个孩子非常喜欢这种学习的

方式，他们都非常踊跃地参与到歌曲表演环节中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三个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他们不仅在音乐课上积极回答问题，主动参与到音

乐学习中来。在课下他们会经常积极主动的同笔者交流。

涵涵会经常把她新制作好的各种小手工送给笔者，笔者

要是外出开会没给他们上音乐课，涵涵见到笔者时会追

问：“曹老师，您上节课去哪里了？我很想你”。下课

的时候，涵涵还会说：“下节课您一定要早来呦，我会

等您。”唐氏儿童贝贝经常跟笔者说：“您是天使，是

美丽的公主”，“曹老师我要给您买一幢大别墅住”。

而小则由之前从不带口琴来上课，变成了每节课都会带

着口琴。在课上他能够自主学习口琴的吹奏。跟之前就

像变了一个人。这些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笔者都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更坚定了笔者教好他们的决心。只

要心中有一团火，只有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热爱这些孩

子们的人才能够推动融合教育的发展，才能让更多的特

殊儿童走出逆境，勇敢大胆地站在大家面前。

总之，关注特殊儿童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

不断转变观念、不断探索新的教育规律、不断归纳出新

的教学方法，用更高、更远、更科学的眼光看待融合教

育，努力使自己成为传播人类文化和经验的长者，成为

连接学生由孩童成长为具有健康意识人才的坚实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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