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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尔夫原本性教育观念在音乐教育的分析 1

卡尔·奥尔夫，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提出了原

本性的教育观念。原本意味事物的起源，最基本的元素，

原始起点等等，原本性音乐，它不单单指音乐，而是音

乐与舞蹈动作，语言等紧密结合的，人们不仅是听众，

也是表演者，当然，对于幼年时期的孩子来说也是适合

的。奥尔夫原本性教育观念在于人们对音乐自身的感受，

将原本性教育观念渗透到音乐教育中，在提高孩子身心

修养的同时，也为接下来孩子的成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原本性音乐教育不仅是对孩子来说，也包含成长中的人

们，或者在音乐方面的专家；原本性音乐着重强调说明

对音乐最基本的节拍，节奏，速度，音调等方式进行学

习；对关键的是，对于原本性音乐教育中，要让人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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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理解音乐的方式，用自己最原始的状态去学习，

去理解音乐。奥尔夫的原本性教育观念在音乐中的结合，

主要为了促进幼儿身心的平衡发展，培养敏锐的反应能

力，提高孩子的学习能力，训练节奏感，为他们的整体

发展提供保障。原本性理念是奥尔夫音乐教学的核心，

遵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将音乐的最原始的面目展示

出来，为教师对幼儿音乐教学提供新的思路。

二、现阶段幼儿歌曲游唱课程的问题

（一）幼儿与教师对课程的参与性不高

奥尔夫音乐教育范围不仅仅是对于幼年的孩子来说，

同样对于教师也很重要。教师作为教的主体，不应该是

课程的要求或命令者，教师也应当主动参与其中与孩子

一同学习与感受。由于孩子在幼年时期的学习能力较弱，

在音乐学习时经常记不住，在下一次课教师教学时，孩

子的知识遗忘，教师就不再想去重复教学，对课程的参

与性降低，导致其教学质量的下降。同时，音乐作为学

的主体，由于孩子年龄较小，不懂得什么是学习，对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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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较高，而上课的过程中，教师根据课程安排来授

课，上课内容枯燥乏味，孩子对学习提不起兴趣，容易

导致其在上课时走神，不认真听课，对学习产生不好的

情感，进而对课程的参与度大大降低。

（二）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不强，方式单一

在孩子们进行音乐学习时，歌曲的演唱与歌曲的伴

奏往往是分开教学，演唱教学由一名教师教，伴奏又由

另外一名教师教，音乐教学不能进行整体学习，分开的

学习，学习效率大大降低，对音乐认知的整体性降低，

影响孩子的音乐综合素养形成。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

只关注孩子们在课堂上要学什么，无法组织其课外学习

活动，在课堂上就是单一的去进行演示教学或者模仿教

学，孩子们主动学习的兴趣降低，缺少创造力；同时，

教师在对其进行音乐考核时，考核内容往往是学什么考

什么，很容易造成孩子对学习的死板，缺少创造能力，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当他们拿到一首新的曲子时，不

知道该如何去对作曲进行分析，用什么样的声音去进行

演唱，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对歌曲进行伴奏等等问题，从

而不利于孩子在幼年时期对综合素养的提升。

（三）幼儿对于音乐方面知识了解的过少

由于音乐方面蕴含的知识较多，其复杂程度也很

高，再加上幼儿时期孩子学习的能力较弱，因此很容易

导致孩子对音乐方面的理解不足。音乐知识包括曲调，

节奏，和声，力度等等，音乐是一种反应人类现实生活

情感的艺术，能够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净化心灵，提高

自我。在进行音乐学习时不仅仅是在演奏的层面上进

行，还要对音乐知识的运用。如果在音乐教学时只停留

在表面，那样的学习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音乐教育的目

的就是在于音乐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培养，孩子们在学习

音乐的过程中，所有对音乐技术的学习都是在有一定的

音乐知识的基础上，然后再将自己的情感在音乐作品中

表达出来，所以，对音乐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对其综合素

养的提高。

三、利用奥尔夫原本性教育观念对幼儿歌曲游唱课

程提高

（一）提高幼儿与教师对课程的参与度

作为音乐教学中教的主体教师，要对教育理念，思

路和方法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奥尔夫原本性音乐教育观

念不仅仅是幼儿的参与，教师更要以身作则参与到其

中。教师在对音乐的教学中时，要怀着一直积极的态度

参与在授课当中 [1]。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往往都是教师

教，孩子去听的模式，非常不利于其产生对音乐的兴趣。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应作为命令者的形象，而应该作为

引导者，与孩子一起参与到音乐教学的过程中，抛弃之

前枯燥的授课方式，参与对音乐的理解，对音乐的感受，

教师可以首先将自己对音乐的感情和理解表达在孩子面

前，从而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师参与的目的就

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孩子的学

习创造能力。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将音乐，语言，舞蹈

等一起参与到学习环境中，与孩子一同参与音乐的创造，

音乐的理解等。同时，幼年时期的孩子作为学习的主体，

根据教师的教学内容进行学习，在学的过程中积极主动

去进行学习，发挥孩子自身的能力，全身心的投入到音

乐学习中，让儿童产生对学习音乐浓厚的兴趣，在学习

音乐时要释放天性去学，鼓励每一位孩子去积极参加，

教师在授课时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个人发挥空间，通过

音乐，舞蹈，动作，语言等去发挥。教师不需要对孩子

进行强制要求，让孩子们在学习时流露出最真实的情感，

回归最原本的本性，孩子们与教师共同参与其中，方便

师生之间更好的交流，相互促进，相互成长。

例如，教师在刚开始对孩子进行音乐教学时，可以

先提前转备好平常在音乐中常用的几种音符，将音符绘

制成图片放在课件当中，以便接下来的学习。在教学开

始前，教师先让孩子们模仿一下动物的叫声，像小猫叫，

小狗叫，小鸡叫，小羊叫等等，让孩子根据叫声来记住

音符值的长短。在熟悉了之后，慢慢让孩子跟着拍子来

进行对应的发声训练，让孩子加深记忆。在进行简单的

训练过后，教师就可以慢慢的将之前联系的顺序进行打

乱，在打乱之后再让孩子们进行学习，以防孩子只是记

住的发生顺序，或者可以让孩子们之间互相进行学习，

提高对音乐的兴趣。在对音符熟练掌握之后，在由孩子

可以进行即兴发挥，来进一步提高自己。

（二）对教学内容做出相对应的调整

对于音乐的学习，教师要从音乐的本质出发，“边唱

边跳，边唱边演奏”等多种方式一起参与，这样的学习

方式更加契合人们学习音乐的本性。之前在教学音乐中

演唱与伴奏的教学往往是分开的，这不利于孩子对音乐

的学习。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将这些结合起来，更

方便的进行学习。每一首歌曲的演唱与伴奏息息相关，

所以，伴奏的知识内容也非常丰富 [2]。通过一些典型的

歌曲进行学习时，对不同特点的歌曲选用不同的方式进

行学习，对歌曲的伴奏知识提供了不一样的可能。同时，

由于对歌曲前期的学习中，随着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的

增强，孩子对音乐的特点风格的理解也变得更多，这也

为对伴奏的学习做好了铺垫。在练习伴奏的过程中，在

于唱歌相互结合，在唱歌的同时与伴奏结合，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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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从而解决歌唱与伴奏分开练习的缺点。在平常的

音乐考核中，教师也要注意考核的多样性，在掌握课本

乐曲知识的同时，也要督促孩子平时对音乐的积累，使

之了解关于更多音乐的知识。在孩子们学习音乐时，由

于音乐也需要进行表演，教师可以适当的布置一下大的

舞台来锻炼孩子的表现力，促进其更好的成长。

例如，教师在对其进行节奏训练时，要及时观察孩

子，对其错误及时地发现并提出改正。教师在上课的时

候可以播放一些小动物的叫声，或者让孩子自己去亲自

聆听小动物的叫声，去感受动物的最基本的情感，然后

在孩子学习节奏的时候去切身体会，提高孩子们对音乐

的节奏的感受，帮助其成长。教师在对孩子们进行考核

时，可以将之前固定的模式去除，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喜

欢的歌曲去进行考核，孩子们可以将对音乐的感受，通

过身体的动作来表达出来，或者在对音乐曲目熟悉的基

础上，通过其他不同的技巧，有感情的将歌曲表达出来；

在进行一段时间的音乐训练过后，也需要对音乐进行表

演，来判断学习的情况，孩子自己在家时并不能很有效

的进行判断，这时教师就可以根据安排，为他们寻找一

些场地，来进行集合表演，也可以选择一些人既不是太

多也不是太少的地方，让围观的听众根据孩子们的表演，

对好的地方进行赞扬，不足的地方及时向教师提出意见

进行改正，这样在训练孩子们表演能力的同时，也可以

及时发现训练的不足之处，做出改正，提高了孩子在学

习当中的地位，训练其表现能力，提高孩子们音乐综合

素养的同时，也提高了身心全方面的发展。

（三）加强幼儿对音乐方面知识的了解

幼年时期的孩子由于年龄较小，对音乐方面的知识

了解不够多，而教师作为领导者，对于孩子音乐的学习

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首先，教师的观念对于孩子来说是

不适配的，因此在进行授课时，要去理解孩子们的观念。

奥尔夫的原本性观念它的主体就是孩童，所以，教师在

音乐课的教学中，要会设计对于孩子来说简单的方式去

学习，来提高他们对课程的兴趣与积极性 [3]。通过对音

乐的学习，就是通过音乐去回归自身最初的感知能力，

来让感情表达更加清晰准确。奥尔夫说过“让孩子自己

去找，自己去创造音乐，是最重要的。”原本性音乐教育

就是重视孩子对音乐的参与与体验，也强调孩子在音乐

学习过程中的对音乐的感悟。幼儿时期是人生中的关键

时期，音乐与孩子们的成长也密切相连，教师应顺应孩

子的天性，激发孩子对学习音乐的兴趣，将其带入音乐

的世界学习更好的促进他们的发展，同时，将奥尔夫的

原本性教育理念与音乐教育理念相结合，为音乐的教学

带来不一样的教学思路，使得教学多样化。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音乐知识结合到课堂中，提高

教师与孩子们在课堂的共同参与，激发他们的学习创造

能力，缓解在上课时孩子的紧张情绪，教师与孩子在课

堂中互动增加，培养孩子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促进音乐

素养的提高，从而促进其全身心的共同发展。

例如，钢琴师西洋古典音乐中的一种键盘乐器，有

着“乐器之王”的美称。钢琴有 52 个白键，36 个黑键和

金属弦音板组成，钢琴阴雨范围几乎囊括了乐音体系中

的全部乐音，因此有着很强的演奏能力，所以，弹钢琴

也需要非常高的技巧。教师在对孩子们进行钢琴训练时，

首先先让孩子对音阶进行一定的掌握，弹音阶时要注意

一下他们弹奏时发出的声音，尽量要做到发出的声音一

样，教师发现问题时及时对孩子提出指正；由于弹奏时

需要用到双手，因此，在孩子弹奏不好时可以去练习一

下对手指的控制力，这样为接下来的弹奏打好基础。因

为钢琴的键数多，孩子在找音阶弹奏时，手指不听指唤，

不能够及时找到对应的音阶位置，手指位置也容易混乱，

因此，教师也可以去对孩子们的手指独立练习，教师可

以选择一本稍微有一点难度的钢琴指法练习数，来让他

们进行指法练习，对指法的练习有一定的掌握之后，孩

子会发现弹钢琴变得越来越简单，提高了对弹钢琴的兴

趣，也有利于良好品德的养成。

四、总结

音乐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人们的情操，

提高幼儿的学习能力。对奥尔夫原本性教育观念的研究，

将方法合理的运用到音乐教学当中，让孩子们主动去参

加音乐活动中去，激发对音乐的学习兴趣，孩子们的学

习能力，对事物的探索能力等获得提高，从而为幼年时

期孩子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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