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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音乐课程改革中的运用 
刘  奕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具有十分独特的教学优势，在现阶段的音乐课堂教学中被广泛地使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弘扬学生的个性，开发学生的智力以及陶冶学生的情操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音乐课程改革过程中如何将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与我国国内当前的教学实际进行结合，以促进音乐课程改革的顺利开展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奥尔夫音乐教学法；音乐课程；课程改革 
 

引言：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教育体制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
化，在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国家对于音乐课堂的发展提出要重视
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注重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发展学生的个性，
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
相关教学理念正是与我国新课改的教学理念不谋而合，如何在音乐
课程改革过程中运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是本文需要进行探讨的地
方。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内涵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基本理念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区分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注重对学生进

行音乐潜能的挖掘，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方式，将音乐教学
回归音乐的本质，以人为本，采取乐器、舞蹈、手势等方式进行轻
松愉悦的音乐课堂教学，在课堂中更加注重学生的课堂感受与自身
对音乐的感知力，通过教师的引导实现音乐课堂教学目标。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原则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强调对学生进行音乐教学的目的是为培养

学生对音乐的喜爱以及感受与表现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
学生音乐学习方面的技能与技巧，更要从学生出发，通过游戏等方
式让学生体验音乐的魅力，同时在音乐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去进行音
乐的创造，开发学生音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通过不断地进行教学实践使自身的学习经验更加丰富。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内容及作用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培养。在嗓音教学方

面强调对学生进行节奏与旋律练习，同时还将动作、舞蹈、戏剧等
与音乐结合在一起，在音乐教学中加入律动、指挥和声势等活动，
引导学生对音乐进行感知，另外，为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还会加入一
些乐器教学，使音乐课堂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奥尔夫音乐
教学中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这对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引导性教学方式使学生
对音乐的理解能力有所增加，使学生的音乐素养得到发展与提高，
同时在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中使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得到提升。 

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我国进行传播的困境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传入我国以来，已经

逐渐与我国原有的音乐教学法融合，在促进我国音乐教学发展的同
时也在传播与应用方面出现一些困境。我国由于传统教学理念深入
人心，许多老一辈的教师对于新兴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在接受程
度上会产生一些障碍，因此在进行新的教学方法的推广过程中经常
会出现阻碍。例如，我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根植于我们的思想意识
中，这就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地做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中所倡导的解
放人性，学生在进行课堂学习过程中不能很好地放开自己，不喜欢
在人前表现自己，这就导致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一
定的阻碍。另一方面，在我国许多地区的音乐课堂上，学生对于器
械的接触很少，由于学校设备方面无法满足，也就使学生乐器的学
习与发展受到影响。无法很好地使学生的能力得到培养，使学生的
个性发展受到限制。教师的音乐素质是音乐教育发展的基础，奥尔
夫音乐教学法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其要求教师除具备相应的乐
理知识以外，还要求教师掌握乐器的使用方法，同时要了解奥尔夫
音乐教学法的相关教学原理，可以进行多种教学方法的融会贯通，

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可以在日常音乐课堂教学活动中使学生的思
维得到开发。但由于现阶段音乐教师综合素质尚未完全达到这个标
准，也就导致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我国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阻碍。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音乐课程改革中的应用 
（一）创设学习情境，增加课堂互动 
在进行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对学习情境的创设，

以各种贴合学生日常生活及学习实际的情境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
并且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增加师生之间的课堂互动，通过教师
积极引导，使学生大胆进行课堂发言并敢于在音乐课堂中尽情地展
现自己的才艺。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彼此之间增
加语言上的沟通或者共同合作完成教学任务，例如，对于音乐课堂
器械的使用，学生之间可以进行相互配合，利用不同的乐器来合作
完成课堂教学活动，在年级或者学校举办一些活动来进行才艺展
示，使学生之间互动增加，引起学习兴趣。 

（二）增加律动活动，激发学生创新 
在进行音乐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一些律动活动，培

养学生的乐感，使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增强，同时在进行律动的过
程中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大胆创作。在律动中加入“拍
手”“跺脚”等肢体语言使律动的节奏性更强，并且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可以加入学生创作的律动活动，增加课堂的多变性，鼓励学生
的创新性。例如，可以利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中的声势开展课堂教
学活动，教师通过展示一段从快速到慢速再到快速的节奏拍子，引
导学生进行打拍子接龙。在进行接龙过程中要求学生节奏准确，且
反应要迅速，对于没有跟上节奏或者反应慢的学生教师要及时纠
正，确保学生节奏准确，这种方式很好地使学生的反应能力、节奏
感知能力得到锻炼，同时也使学生的本身的节奏律动天赋被挖掘。 

（三）丰富课堂内容，培养学生音乐综合能力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强调要使学生的音乐学习过程更加丰富，不

仅要培养学生乐理知识，也要融入乐器的使用以及肢体语言的运
用，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不能被束缚住，采取
多种教学手段融合的方式使学生的音乐天赋得到开发，例如，课堂
中使用多种乐器进行同一段乐谱的演奏，让学生感受不同的乐器之
间的区别，体会不同乐器所带来的不同视觉享受，以多种方式培养
学生音乐的综合能力。 

结束语 
音乐是一门锻炼学生审美能力的艺术，通过创新的手段进行音

乐课堂教学对于实现音乐的教学目的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地发展
学生的音乐才能，我国要结合实际教学情况，汲取奥尔夫音乐教学
法中的先进精髓进行音乐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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