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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奥尔夫音乐教学方法是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独自开创的

一种音乐教育方式[1]。这种音乐教育模式与以往的教学思考方式

不同，并且可以在发展中不断融入新思想进行革新。经过多年

更新发展，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日渐成熟，在世界上广为流

传，并在多地有较深地应用度。本文从教育学角度出发，深入

挖掘奥尔夫音乐教学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为提升现代教育效果提

供参考。

2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概述

2.1 教学目标：完整的人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的终极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出身心健康

地完整的人[2]。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侧重于对人格塑造的培养，

提升学生的多方面机能，打造个体性与集体性。具体培养的内容

有促进学生反应敏锐度、丰富想象力、增强感官功能、提高注意

力、进一步开发大脑、提升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塑造健康的性格。

使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培养后，学生在感性方面的体验较多，

会运用多种综合性艺术语言表达内心情感，并学习把控情绪。奥

尔夫提倡的音乐教学思想是不仅要向学生传授音乐知识与技能，

还要不断完善学生的隐性人格、健康心理、情绪感知、创造力等

全方位素质。

2.2教学内容：原本性音乐

音乐最初的表演方式并不是独奏，而是与语言、动作、舞蹈

融合在一起表演。原本的音乐通常与游戏、朗读、舞蹈、动作、表

演、即兴唱等创作型实践相结合，比较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3]。

这种活动中会涉及用自己的嗓音模仿生活和大自然中的一切声音，

把地名、人名、诗歌、顺口溜等内容作为音乐节奏的基石，以古

典声势为载体，组成合唱合奏、舞蹈等合作形式的表演，增强学

生反应能力、音乐节奏感、身体协调度等能力。奥尔夫音乐教学

思想在教学中比较重视使用固定音型开展合奏教学，采取音乐节

奏的运用、模仿、回旋、卡农、问答等方式进行即兴表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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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协调力、想象力与共情能力。

2.3教学过程：群体合作实践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更加提倡普通院校开展音乐教育时，采

取群体合作参与式教学。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认为学生只有真实

地感受到音乐并经历过音乐学习，才能切实感受到音乐的美感
[4]。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还认为人类会本能的主动学习音乐。在

未成年时，孩子发出声音、说话和自我游戏都是寻找自己定

位、世界定位的原始表现，也是开展社交的初次体验。集体

舞、社交舞、乐器合奏等教学方法，均具备群体合作性以及调

动学生参与主动性的特点。群队合作实践通过将个体实践的体会

进行表现、分享与再创造，进而促进学生间彼此借鉴，形成健

康的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

2.4教学方法：框架式即兴

奥尔夫音乐教学中重要的一个教学方法是框架式即兴表演，

在多个教学环节中均有运用框架式即兴形式。奥尔夫认为即兴能

够突破身份、年龄和国度约束，重新找到自身的平衡点。在教学

环节中，奥尔夫留有较多的即兴空间，以便提升学生的创造力[5]。

在即兴部分，学生歌唱需要先观看和聆听别人的唱歌表演，还要

理解曲式结构与音乐表象，具有看到乐谱便能歌唱的能力。例如，

教师教学生唱一首简单的民间音乐，可不采用传统的视唱法、听

唱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可视化方法，为学生预设多种可

能性并搭建问题框架，引导学生逐渐找到音乐体验的真实感受，

并开始即兴创作与探索，进而替代以往为了展示音乐而表演的音

乐教学。

3　现代教育所面临的困难

观察各高校现代教育发展情况后发现，部分高校教师容易忽

略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创作灵感。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较为重视提

升学生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教师结合奥尔夫音乐教学思

想进行授课，可提高学生参与教育环节的积极性，保障教学有良

好的效果。尽管高校运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展开教学具有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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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但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对现有教学体系进行革新有一定

的困难。传统教学方式具有排外性，难以全面推广并吸收奥尔

夫音乐教学思想，导致教学质量升级缓慢。学生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比较被动，尚未享受到学习知识的充分自由权利。高校教

师受传统教育思想影响，无法快速体会到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的

教育优点。

在现代教育中，学生学习知识时普遍缺乏较好的自主创新能

力。由于传统教学方式束缚，学生缺少舞台展现自己的机会，

减少自我创作空间。大部分学生学习知识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

分数，缺乏主动获得知识的热情。尽管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

师已经意识到传统教学的不足之处，开始结合奥尔夫音乐教学思

想进行授课，但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难以良好的发挥出

奥尔夫音乐教学想象效果。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缺乏使用奥尔

夫音乐教学思想进行教学的经验。在运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优

化教学方式时，容易仅改变了教学形式，但未改变教学的本

质。这种教学优化方式难以充分发挥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的优

势，且难以为学生学习提供充分自主创作与学习的空间。

4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研究

4.1凸显学生主体地位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指出学生音乐教育应当以学生为中心，

从学生爱好出发增强其在学习中的情感体验。在现代化教学中，

教师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充分了解校园中的一切服

务和活动均是围绕学生教育展开，要给予学生足够的自主探索空

间与时间。教师结合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展开现代教学时，应

对教师、学生进行准确定位，突出学生在现代教学中的主体地

位。整体校园文化呈现出一种激发学生自主发挥创造力的氛围，

推动学生主动吸收知识并形成更为完善的人格。

4.2弘扬本土优秀文化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中包括借助各种音乐教育活动，融合教

育当地的文化特色，形成适宜各国家或地区本地的音乐教育方式

和教学理念。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中具有多种独特的童谣、舞

蹈、谚语、民歌等带有韵律的文化作品，可为现代音乐教育提

供基本素材。在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指导下，现代教育可结合

中国丰富的优秀民族文化与资源，将民族审美情趣、思想情感

与理想愿望传递给学生。这种教育方式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审美能

力与民族情怀，还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创造力。

4.3塑造学生创造能力

培养学生创造能力是现代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奥尔夫音

乐教学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塑造学生创造能力在奥尔夫音乐

教学思想中表现为，教学比较重视原本性与即兴性。学校培养

学生的创造能力不等于让学生创作作品，主要是要激发学生的想

象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围绕学生的兴趣点展开引导式教

学，从兴趣方向中寻找内容展开随机教育。例如，在教学活动

中，教师用敲击桌面的方法训练学生的节奏感。先为学生播放

一首节奏明显的民族音乐，等学生熟悉后，让学生通过敲击桌

面的方式哼唱出歌曲。这种教学方式可提升学生对音乐的熟悉

度，并为后期的打击乐教学做好准备。

4.4提升课堂教学的开放性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指明教学过程要具有开放性。中国音乐

教学标准设定为“发现—体验—创造—理解”。两种教学理念

不谋而合，为丰富现代教学理念提供便利。所有音乐教学因素

均可以即兴、探索的方式达到预期学习目标。教师通过舞蹈与

声势，可以将音乐外向化，组成“有形”的艺术表演形式。

现代教育应以某一教学元素未中心打造开放式教学，在相关课程

中加入各节课的横向设计环节，将课与课、学期与学年间形成

纵向联系。教师在开放式教学中担当桥梁作用，指引学生依据

课程设计掌握并巩固知识，感受到音乐、科学的魅力。

5　结语

奥尔夫音乐教学思想为我国现代教育带来新思想，推动现代

教育更加完善。教师需要顺应时代变化，及时反思教学中遇到

的困难，合理结合民族文化展开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高校开展现代教育需要以学生为主体，提高教学质量，科学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现代教育基于学生为本理念不断丰富教学理

论体系，确保知识传授效果，为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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