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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中的应用

张萌

韩国又石大学博士　韩国　全州　55338 

摘要：学前教育当中，奥尔夫体系运用在音乐教学当中作用显著。本文对奥尔夫体系教育原理及特点加以描述，明确其在

教育当中应用价值，并对学前的音乐教育现状简要分析，提出奥尔夫体系在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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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学前教育中，音乐教育为主要内容，对于儿童

审美能力培养有重要影响。传统音乐教学，关注音乐理论知

识讲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幼儿思维，导致其对音乐学习失

去兴趣。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下文简称“奥尔夫体系”）

在其中的运用，以原本性宗旨，让幼儿对音乐形成自然感知，

关注其创造能力培养，符合素质教育全新要求。

一、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介绍

（一）教育原理

奥尔夫为德国著名音乐教育家，奥尔夫体系倡导原本

性教育。音乐、语言和舞蹈有紧密关联，需要学习者参与过

程才能深入体会。音乐属于先于智力，不拘泥于结构、序列、

音型、回旋等方式，音乐的原本性和自然相近，因此，运用

此理念展开幼儿教学，利于幼儿体会音乐的原本色彩。在奥

尔夫体系当中，即兴为核心部分。

（二）体系特点

第一，系统化，奥尔夫体系并非单独教学方法，其是

渗透于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实践过程、音乐教材等多方面

系统化的方法。运用此方法，能够从幼儿天性角度出发，从

简单元素上入手，呈现出音乐的艺术性。该教法关注节奏，

却对乐器、旋律以及和声方面要求严格，虽然将乐器作为重

点，同时对乐声方面也极为重视，因此彰显出系统性特点 [1]。

第二，灵活特性，奥尔夫音乐在教学层面运用不受学

习者年龄方面的限制，儿童学习音乐过程，运用此体系，可

根据其音乐语言实际发展，循序渐进展开教学。音乐即兴特

点，使得教学内容新鲜感十足。

第三，艺术特性，奥尔夫体系应用于学前儿童的教学

方面，对教师音乐素养及教学能力要求较高，教师需知晓乐

器制作、表演等内容，同时还需具备扎实的教学基础，才可

将音乐教材内小四节儿童曲目的艺术特性突显出来。同时，

对于音色、音准要求严格，在奥尔夫音乐的乐曲结构以及和

声、配乐各方面都具备艺术准则。

第四，独特性，此教育体系内，主要以元素特色，形

成显著的奥尔夫风格，和传统音乐教法存在差异。

第五，开放特性，奥尔夫体系能够视作教学思想的一

种，没有条条框框限制，能够将其他教法中的优秀思想吸纳

进来，丰富自身体系。

二、奥尔夫体系在学前儿童音乐教育中应用优势

（一）音乐教育价值

学前儿童接受音乐教育，能够获得美的享受。因为音

乐可以让人产生联想，让学前产生本能反应，通过优美旋律、

不同节奏，能够产生不同效果，为儿童带来美好体验。受到

音乐的熏陶，能够影响儿童审美。因为，学前阶段为幼儿大

脑高速发育时期，实施音乐教育，可培养儿童鉴赏能力，对

音乐形成深层次认识，利于其右脑开发，提高记忆力，促使

儿童创造思维与能力全面发展。

（二）奥尔夫教法应用原则

奥尔夫教法在世界各国享有盛誉，此教法对于幼儿教

学指导意义显著。教学过程需以学生作为中心，展开多种教

学活动，通过游戏使幼儿感受到音乐学习之乐趣，享受快乐

的同时，学习音乐技巧和知识。具体来讲，奥尔夫体系在幼

儿音乐教学当中须遵循三点原则：第一，以儿童作为音乐教

学出发点；第二，组织教学活动时，需要关注儿童内心感受，

通过教学活动，激发儿童主观能动性，产生参与活动欲望，

以积极心态才参加活动；第三，组织课堂活动时，需以儿童

创新思维以及创造能力等培养作为最终目的。

（三）应用优势

1. 符合儿童创造性培养要求

将奥尔夫教法应用在学前儿童教育当中，核心要求是

借助游戏，让儿童主动发现音乐之美，通过自身感受强化对

音乐的理解，进而掌握音乐知识。与此同时，此教法具有即

兴特点，和学前幼儿教育思路高度相符，此特点利于幼儿展

开即兴表演，在此过程锻炼思维，形成创造能力。学前儿童

缺乏生活经验，同时经历事情较少，儿童内心纯净，不受各

种条框原则的束缚，聆听音乐时，能够从内心深处展开本能

创造。

2. 契合儿童音乐教育要求

奥尔夫曾经表明：“音乐并非片面、单调类型伴奏，

而是融合人体动作或者神态共同呈现出的艺术。”声乐教学

地位显著，其可应用在民间乐器、童谣等内容教学当中。利

用奥尔夫教法可将朗读和歌唱等节奏互相融合，形成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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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同时还可将简单音符加以组合，呈现出不同的音乐内

容。教学过程，可引导儿童通过对音乐的感受，做出相应舞

蹈动作，营造活跃的教学氛围，使儿童在趣味十足的环境下

学习知识。这些特点是当前幼儿教学当中真正缺少的，因此

利用此教法能够带给儿童全新感受，符合其年龄发展特点 [2]。

三、学前儿童音乐教学现状

当前，学前音乐教学存在如下几点问题：第一，儿童

对于课堂学习内容兴趣不高，模式化的教学内容，学习情境

缺乏，学生难以走进音乐当中，机械性记忆教学效率不高。

第二，教学方法单一，音乐教学过程，主要是教师播放歌曲，

引领学生模仿演唱，乐器的使用相对较少，相关训练缺乏，

学生对于音乐节奏、歌词内容理解不够透彻。第三，实践引

导缺乏，课堂学习过程，音乐内容讲解结束之后，未能涉及

实践活动，辅助幼儿内化知识。课外实践活动较少，幼儿在

单一的环境当中学习知识，不利于其创新思维的培养，对音

乐形成自己的认识。

四、奥尔夫教育体系在学前音乐教学中的应用措施

（一）课堂激趣

幼儿音乐教学，课堂激趣为重要内容，游戏为儿童学

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内容，同时儿童对游戏具有较高的参与

热情，因此，将游戏教学和奥尔夫体系相互融合，可让儿童

通过游戏学习和音乐相关知识。教学过程，可结合实际需求，

由教师组织种类丰富的游戏活动，为幼儿创造学习情境，使

其身处其中，形成独特感受，产生音乐学习的兴趣。奥尔夫

体系运用过程，教师无须对幼儿提出要求，使其掌握特定音

乐技能或者知识，而是需要结合教学情境，引领幼儿自主体

验，在操作过程，通过身体感知音乐旋律和节奏，融入自身

情绪，在参与游戏活动过程流露出自然表达。

例如：讲授《粉刷匠》这一儿歌内容时，教师为儿童

设计聆听游戏，让其聆听歌曲节奏，通过歌曲情绪，感悟歌

词内容，儿童在对音乐内容形成初步感知后，由教师加以引

导，使幼儿通过身体动作，按照音乐节奏，演唱出歌词。为

保证课堂学习氛围活跃，教师也需参与其中，并设计角色表

演游戏，根据歌词内容以及音乐情境，和儿童共同扮演粉刷

匠的角色，并对粉刷场景进行还原。这样的授课氛围轻松愉

悦，儿童参与热情高涨，流露出自然情感，享受音乐课堂乐

趣，对音乐情绪以及节奏形成独特感受，享受学习乐趣 [3]。

（二）丰富教法

运用奥尔夫体系，实施儿童音乐相关教育，倡导使用

多样化教法，为儿童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一方面，此体系

本身存在多种教学方式，另一方面，儿童教学方法的丰富，

性能够从多个角度完成对幼儿感受力的培养，使其对美好事

物形成独特体验。奥尔夫体系当中常见的教学方式分为如下

几方面：

1. 打击乐器

奥尔夫体系当中，打击乐器在音乐训练教学中十分重

要。可使用三角铁、铃鼓或者响板作为打击乐器，这些乐器

无固定音高。与此同时，还可以使用中琴和木琴等，这些音

乐器存在固定音高。运用打击乐器时，教师首要任务为带领

幼儿对乐器进行辨认，先为幼儿进行示范，使其区分不同乐

器音色特点，儿童掌握之后，可将不同乐器演奏方法向幼儿

讲解，之后示意幼儿跟着老师敲打节拍，展开合奏。

2. 听说训练

运用奥尔夫体系展开听说训练，主要是引领儿童对音乐

展开聆听，进入到情境之中，形成自身音乐感知，之后利用

语言将自身感受表达出来。实践过程，教师可借助图片或者

故事等方式，将儿童引入到聆听过程当中，运用事物吸引力，

使幼儿感受音乐课堂趣味性，从而对音乐形成更好地理解。

3. 听音做动作

听音做动作在奥尔夫体系当中也称“律动”，即通过

音乐伴奏，结合音乐旋律、节拍等，有规律的展开特定动作。

简言之，就是以音乐为指令，让幼儿做动作。可通过音乐，

让幼儿模仿“起立”或者“坐下”等动作，还可模仿“小鸟飞”

或者“开火车”等动作。通过模仿节奏律动，学生可在学习

音乐过程放松身心，潜移默化掌握节奏知识。还可在律动环

节融入习惯教育，让儿童在学习音乐知识的过程，养成良好

生活习惯 [4]。

（三）实践引导

奥尔夫体系当中关注儿童创造力的培养，其中即兴创

作目的就是引导儿童主动寻找和创造。音乐教学中，可发挥

儿童想象能力，展开即兴表演，在探索中学习。例如教学《狮

王进行曲》过程，教师可指导儿童对狮子情绪状态加以模仿，

根据音乐情感变化，做出狮子猎食过程主要体态动作。同时，

还可鼓励儿童展开合作，共同讨论、创编动作、展开表演。

此课堂模式下，可体现儿童主角地位，教师作为引导者，指

引儿童在学习环境中展开创造，在探索过程，将知识运用于

实践。

实践活动不仅局限于室内，还可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

利用其生活经验，展开创造。比如：教师可为学生设计创作

主题“森林早晨”，并且带领儿童走进公园，为其提供相关

乐器，让儿童自主选择，可通过打击乐器方式展开创作，也

可通过编动作演绎音乐内容，结合音乐中各项元素，进行创

造与表演。在此过程，教师需给予儿童高度自由，以启发和

鼓励等方式，为学生自主创作提供空间，使其在创作过程感

受音乐学习乐趣，并且能够培养其探索习惯，形成创新意识。

切忌教学过程，教师全面主导，对幼儿童思维、行为产生限

制，这样不利于其音乐能力的提升以及创新意识的发展 [5]。

结束语：总之，将奥尔夫体系运用在学前的音乐教育

当中，利于幼儿身心发展。教育者须高度重视此教法在教学

当中的运用，以即兴创作实现对儿童的创造力培养，为其营

造轻松学习氛围，提升儿童音乐感知能力，促使其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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