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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德国、
奥地利、美国、日本等。尽管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在中
国的传播已有 40 年，但其运用仍然存在突出的问题，尤
其是高校，尤其是成人音乐教育。中国高校美育改革应
该多借鉴部分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从单一地学习音乐
技能向基于关注人的发展而开展的教学活动进行转变，
那些从一百多年前就传承下来的精华，是非常值得我们
去学习和研究的。

3  高师院校钢琴集体课教学现状

高师院校的钢琴集体课是重要的艺术类课程之一，
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还有利于陶冶情操，缓
解学生的学习压力。但现阶段，我国钢琴集体课教学仍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由于奥尔夫
音乐教育理念的应用在我国起步较晚，教师和学生对相
关的教学模式理解不够透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大部分高师院校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对奥尔夫教
学法的经验不足，无法掌握其核心内容，因此应用效果
较差。其次，随着高校扩招，增大了钢琴集体课教学的
难度，传统的教学方式不再能解决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
性和其音乐教育背景的悬殊所造成的问题。缺乏针对性
的教学方式使钢琴集体课成为一种固有形式，无法真正
发挥其育人的作用，对教育资源的利用不够充分。

此外，目前大多数高师院校在钢琴集体课教学中仍
将教学重点放在技巧掌握上，过度追求钢琴技能反而忽
略了对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学生一味地进行钢琴
技能训练导致其产生厌倦甚至抵触的心理，无法体会音
乐所带来的美的享受，反而违背了美育和专业教育的初
衷，不利于培养学生对钢琴艺术的学习兴趣。

4  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在高师院校钢琴集体课中的
应用策略

4.1 提高学生的识谱能力
识谱是钢琴集体课教学中的重中之重，也是乐器演

奏的基础。在传统的识谱教学中学生常常被要求死记硬
背，而在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指导下的识谱教学可以通
过特定的游戏活动开展，将知识点自然融入游戏中，让
学生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学到知识，在潜移默化中加深
记忆，从而达到熟练地掌握五线谱的目的。

4.2 利用语言训练突破教学难点
在钢琴集体课教学中，语言训练为教学难点提供了

新的解决思路。例如，“钢琴基础教程”中的基础练习，
其中出现了两音连线的知识点，正确的声效表现应是前
重后轻。为方便学生理解与掌握，可以加入一些词语或

带有语气的词语，如“彩虹”“木头”“月亮”等，这些
词语在日常发音时注重前重后轻，从而联想到两音连线
的内容上，让学生对力度的掌握有更直观的感受。

4.3 进行声势训练培养节奏感
声势训练是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特有的教学内容之

一，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教学方式。在声势训练中，教
师通过引导学生进行音乐与动作的编排，提高学生的音
乐创造能力，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感。例如，在多声部
音乐教学时，教师通过要求学生拍手、拍腿或捻指等动
作，用声势为音乐伴奏，以此加深学生对多声部音乐的
感知，提高身体协调性的同时促进师生、学生之间的
合作。

4.4 结合多种乐器增强课堂效果
乐器是音乐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乐器训练是奥

尔夫音乐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师院校钢琴集体
课教学中，通常学生只使用钢琴，若教师在课堂中使用
一些打击乐器不仅增强学习氛围的活跃性，而且有利于
提高学生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对钢琴教学产生推动作用。
例如，加入串铃、沙锤、三角铁等。

4.5 通过听力训练提升音乐感知能力
音乐的感知能力是音乐学习中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这种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音乐听力训练来完成。通过具
有针对性的听力训练，让学生提高对音乐的敏感度，并
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对音乐的审美能力。听力训练应以
大量不同风格和曲调的音乐作品作为基础，让学生在听
的过程中感受音乐的主体、风格的变化。同时，教师可
在教学内容中增加听力训练的次数，让学生养成听到音
乐就能对音乐素材进行不同程度分析的习惯。

5  结语

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在高师院校钢琴集体课中的应
用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要求，更是高
校美育改革的趋势指标，既符合“以人为本”着重关注
人的发展，又同时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动作训练、
语言训练、听力训练和乐器训练的方式有效提高了教学
的质量和水平。针对目前高师院校钢琴集体课中存在的
问题，教师应加强对奥尔夫音乐教育理念的研究，提高
学生的识谱能力，利用语言训练突破教学难点，通过声
势训练培养学生的节奏感，结合多种乐器增强学生课堂
参与性，加强听力训练提升学生音乐感知力，推动高师
院校钢琴集体课的教学发展以促进高校美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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