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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教学法本土化应用策略探析 

——论教学实践中节奏与嗓音的模仿、即兴与创造 
张恩琳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510900） 

摘要：奥尔夫教学法能够成为目前世界上流传 广，影响 大，受众 宽泛的音乐教学法之一，一方面因其教学方式的综合多

样性以及“原本性”的教学理念立足于人本主义的基础，更合乎人本需求。此时的音乐教育已超越音乐其本身的功能，对于受教者

的心理、情感、品格、社会交往能力、自我表达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等方面都有着深刻地影响。另一方面，在世界上不同民族、

地区和国家中进行应用时，这一教学法总是能和当地的传统文化、音乐、艺术、语言等迅速建立联系，架起畅通的桥梁，为教学内

容能够更好的被理解、接受和运用提供丰沃的土壤，这一点也是奥尔夫本人非常看重的。在各个国家对奥尔夫教学法“本土化”应

用中，模仿、即兴与创造三个学习阶段均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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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尔夫本人谈到他所创立的“奥尔夫原本性音乐与舞蹈教学

法”的原本性（Elementar）时，他曾将其比喻成“火种传递“。奥

尔夫认为原本性音乐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古老传统的传承，这种

传承的延续得益于一代又一代人在音乐教育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努

力、继承、发扬和创新。“原本性音乐”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在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中上演着不同的篇章，但终究不变的是它

的基本、纯粹、原始与自然的存在方式。奥尔夫一再鼓励不同国家

和民族的音乐教育者们在使用其创作的教材与教学法时要融入其本

民族的音乐与文化，即进行”本土化“的融合。可以看见，这样的

方式既能 大程度地发挥奥尔夫教学法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又能使

民族文化与音乐的精髓借着这一载体得以传承和发扬，这一点正与

前文”火种传递“的比喻相契合。 

在教学实践中“本土化“进程也确实会难以避免的遇到各种问

题，以我国的奥尔夫教学法在幼教及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实践为例，

单纯的模仿国外课例进而遭遇“水土不服“、不知该如何与本土文

化融合，不会进行合理、有效的本土化应用课程设计，理论上难以

找到契合点，操作上无的放矢的情况偶有发生。而这些问题产生的

原因是什么，如何规避这些问题，扬长避短，如何使教师克服“水

土不服”，在本土奥尔夫教学中 大程度的呈现我国的民族与地方音

乐特色，如何在原有的西方音乐基础上加以奥尔夫提供的理念与方

法进行创新，使理论与实践之间做到无缝衔接，如何借助这一“舶

来”的教学法是我们自己的学生更深刻的学习和感受自身民族音乐

的魅力，建立对本民族音乐与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是每一位一线奥

尔夫教师亟需思考的问题。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奥尔夫教学法的方式、理念和

精神一起传入我国的还有大量的来自西方的用于奥尔夫教学法实践

应用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作为重要的音乐素材是整个奥尔夫教学

的应用与呈现的重要部分，为我国的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了很好的示

范，当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获得这些素材，并掌握如何运用他

们的方法后，将其用在我们自己的教学中确实对我们认识和掌握奥

尔夫教学法起着非常重要且意义深远的作用，教师们通过这些直观

的课例一点点构建起心中从无到有的奥尔夫教学法的框架，学生们

也通过这些生动活泼又新鲜的课例感受到奥尔夫教学法的独特的魅

力，从中收获技能与乐趣。但从发展的眼光看显然这些是不够的，

单纯的复制与模仿不足以支撑框架的持久，结实稳固的框架搭建起

来后必须要有丰富的内容填充进去才能使其更加充实、多姿多彩。

正如农夫费尽心血、劳苦工作，建造了一片漂亮的果园，这里有广

阔、肥沃的土壤甚至漂亮的栅栏，但如果其中没有任何果树或只有

形单影只的几棵果树势必无法让人体会到果园的好与美，以及农夫

所付出的辛劳。要将果园栽种满各种各样的果树，枝繁叶茂、繁花

似锦、硕果累累，人们徜徉在这样的果园中才会不由得发出内心的

赞叹，得着心满意足的收获，并且这也一定是农夫希望看到的。从

果园的比喻归回到教学的本质中来，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

的“学”，当一个新鲜的事物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本能的会从模仿

始接受它，模仿到一个阶段拥有了一定认知后，我们就可以 始

融入自己的理解进行即兴的模仿与再加工，探索更多的方式与可能

性。当再次积累到一定的经验后，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就会根据自身的需要 始进行拥有个性化风格与特征的创新与创

造。“即兴”与“创造”是奥尔夫教学法中及其重要的一部分，奥尔

夫非常重视对孩子进行、创造力的培养，他曾说过：“音乐应该同其

他学科一样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音乐能够培养学生

的情感、想象力和个性。”　“儿童在小学阶段，是想象力和 感受

力 丰富的时刻，我们应当=把握机会予以启发，这对未来有极大的

影响，若在此阶段不去培养它，其所造成的损失，将难以弥补。“　 

在奥尔夫的音乐教育观念中音乐教育的原本性应与歌唱、律动、

舞蹈、语言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应只有音乐。每一位教学对象

既是受教者、也是参与者，在奥尔夫的课堂上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模

式，师生之间没有主角与配角、教师与学生身份上的强烈对比，每

一个个体都是集体中同等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角色都是平等的。

因此坐成圆圈型（Circle）的上课模式也成为了 直观的能够体现奥

尔夫教学原本性理念的呈现方式。在一个对所有人去区别化的圆圈

中，大家用 单纯、自然、舒适的方式进行各种活动，这种模式的

另一好处是每个人可以无障碍地面对对方，交流、互动、展示和表

达。在这样的模式当中我们便 启了从模仿到即兴再到创造的教学

过程。 

模仿是学习的 初期阶段的重要手段，当一个孩子对音乐的一

切知识、技能、技巧的认知毫无概念时，模仿就是他获得第一笔音

乐经验的 重要的方式。比如学生会模仿老师的动作、声音、表情、



理论探讨 

 290 

语言甚至情绪。在模仿中孩子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感受和体验，这种

体验带给他的新鲜、刺激和乐趣会激发他进一步进行模仿和探索的

欲望，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当这些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孩子们

就会不再满足于只是模仿和复制别人现有的经验，而是会希望将内

心中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这既是自我

表达的需要也是与人分享的内心渴望的实现。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

践环节，如何来引导孩子在从“模仿“到”即兴“的过程中走向”

创造“的教学的 终目标呢？ 

从音乐存在的方式之“三要素“理论出发看奥尔夫教学法中的”

原本性音乐“的存在方式，其一，在”行为“层面上，奥尔夫教学

不只是单单的音乐学习，而是将歌唱、律动、舞蹈、语言等紧密结

合在一起，所有参与者既是听众也是演员，既是聆听者也是演奏者，

是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的行为方式。尤其是在给孩子的教学中绝不

能忽略孩子的参与性而只是一味的由教师来主导教学过程，使孩子

只是作为聆听者而不是亲身实践者。而在孩子们的参与中，”即兴“是

他们 自然的与生俱来的表达能力的 好体现。”‘原本性’音乐在

教育过程中的存在，除了参与行为上的要求，还与操作行为上的‘即

兴演奏‘有关。奥尔夫说过：‘就其整个范围来说，教学从即兴出发’；

‘原本性的奏乐的出发点，就是即兴演奏’；‘完全从即兴出发的自

由教学，是，而且永远是一个卓越的出发点’“。　 

音乐教学中的即兴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原本拥有的音乐素材

进行重新编排，在其基础上即兴创编新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音乐元

素，如节奏、旋律、音调、曲式、音色、速度、强弱等以及歌曲中

的歌词等。比如为同一旋律创编不同歌词，或为某一段文字创编新

的节奏等等；二是无关联性全新音乐素材的即兴创编。 

节奏的即兴 

在奥尔夫教学法中，贯穿始终的 基本与 核心的要素就是节

奏。人类生活的每时每刻无不充斥着各种节奏。如身体内部的节奏-

脉搏、呼吸、眨眼；身体向外界进行某种表达时的节奏，如语言、

运动；生活中的节奏如大自然中的水滴声、蛙鸣声、城市中的汽笛

声、钟表的滴答声、机器运转声，以及厨师的切菜声、婴儿的啼哭

声等等。对于音乐学习而言，节奏是一切音乐训练的基石，也是敏

锐的音乐感知力、控制力和创造能力的体现。良好的节奏训练会为

孩子建构好的节奏感，为未来的音乐学习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节

奏学习是音乐学习的根基，尤其在幼儿音乐启蒙阶段，节奏训练，

特别是稳定的节拍训练是音乐启蒙学习的敲门砖。节奏与语言密不

可分，我们日常的语言当中蕴藏着丰富的节奏型，因此节奏训练通

常会以语言表达为载体展 。例如在语言当中寻找固定节奏型，将

生活中的单个字作为常见节拍 4/4 拍的基本拍，如：“我“、”你“、”

好“、”猫“等。将生活中的双字词作为组成两个八分音符节奏型的

基本元素，如”你好“、”苹果“、”想要“、”吃饭“等等。将三个

字的词汇或字词组合进行整合成为两个八分音符与四分音符结合的

节奏型，如人名 xxx 或”弹钢琴“、”麻辣烫“、”看电影“、“去上

学”等。将生活当中四个字的词作为全十六节奏型的表达载体，如

“蹦蹦跳跳”、“飞来飞去”、“ 门见山”、“五颜六色”等。笔者在

日常教学中会将学生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代表一种节奏型。在

模仿阶段，学生根据老师提供的内容进行重复，重点在于对固定音

型的感受和体验语言与节奏之间的关系，当学生已经熟悉这些节奏

型的特点与读法后，即可让学生 始即兴的创编。可以是节奏型对

应语言词汇的创编，或节奏型顺序的创编。学生在创编时始终保持

在稳定的节拍中，通过节奏型与词汇的不断变换感受节拍与节奏之

间、节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训练对节奏的敏感度和准确表达节奏

的能力以及转换时的反应能力。和儿歌结合在一起训练也会产生很

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将某首耳熟能详的儿歌进行节奏上的分析，在

确定了所拥有的几种节奏型后可以按照儿歌节奏的顺序进行即兴表

达。如沿用儿歌的节奏，将歌词替换成节奏读音或日常生活中的语

言进行朗读训练孩子大脑处理语言与节奏转变的能力。在为节奏型

编配词汇时亦完全可以才用地方方言或特色词汇，来增强孩子的认

同感和学习兴趣。 

嗓音的即兴 

嗓音即由嗓子发出的声带振动的声音，既包括歌唱也包括语言，

通常是在节奏训练的基础上 展的。在奥尔夫所创作的《学校儿童

音乐教材》中有大量德国传统的儿歌和民歌曲调，其中有一些可以

为我们所用，但多数部分因为歌词理解和语言习惯的限制，我们在

应用时无法了解到其中的内涵，就无法准确地表达其本意和获得那

种语言与节奏、旋律浑然天成的美感。因此在进行本土化应用时就

要求我们一定要将自己本民族本地区的音乐作品与语言融入其中进

行创编。这种创编可以由教师提供范本，学生套用其模式进行内容

填充，也可以让学生进行自主选择音乐作品、曲调和歌词进行创编，

其中将著名儿歌曲调进行中文填词创编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之

一。这种方法通常根据场景和实际需要来为已有曲调即兴创编歌词，

如在师生问候环节将儿歌《小星星》曲调填充歌词为《问候歌》，

“Hello，hello 你好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好，我叫 XXX，

我很高兴认识你！”“Hello，hello 你好吗？，我们现在上课啦。”在

师生互动环节将歌词即兴创编为《跟我一起做》，教师先唱：“我们

一起拍拍手，跟着 XX 老师拍拍手，还有谁想一起来？请你往前一步

走。“然后由向前走出的学生接着唱，如”我们一起踏踏脚，跟着 XXX

踏踏脚。“进行了即兴创编后也可以再进一步进行固定歌词的创造，

如将《铃儿响叮当》的曲调附以刷牙活动的歌词，创编一首刷牙歌。

将“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我们滑雪多快乐我们坐在雪橇上。”

改编为“刷刷刷，刷刷刷，我们来刷牙。牙齿刷的白又亮，健健又康

康。啦啦啦，啦啦啦，请长大嘴巴，含口水，咕噜咕噜吐，牙齿干净

啦！”这样的灵活运用既能激发孩子的兴趣，又能同时达到让孩子完

成某种指令的目的，同时促进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 

在嗓音与节奏的即兴创编中还有一种“本土化”应用的方式不

失为一种不错的尝试，即将中华经典古诗词融入儿歌或乐曲节奏中

进行即兴创编。如将李白的七言绝句《望庐山瀑布》编入儿歌《Five 

Little Monkeys》中演唱，用英文儿歌《one、two、three、four、five》

的曲调配以五言绝句《静夜思》作为歌词进行演唱。既融入了中华

传统文化，又有熟悉的儿歌曲调，二者相得益彰， 曲同工。 

无论采用哪种音乐教学方法，脱离了自身文化基础和音乐传统

的教学都是不完整的，在奥尔夫教学法进入中国并经历了几十年的

发展传扬后，其“本土化”的进程以及“本土化”音乐素材的应用

更应该成为每一位一线奥尔夫教师关注的重点，这是奥尔夫教学法

在我国长久传承和发展下去的条件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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