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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学前音乐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白晓红

宁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 德州 253400

【摘 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兴趣爱好也愈发广泛，音乐教育在中职学校尤其是学

前教育专业的重视程度也逐年上升。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是当代世界著名的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因其教学形式活泼生动、丰富

多彩，旨在培养人格的全面发展，鼓励创造能力的发挥，深得儿童的喜爱，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赞誉，因而在全世界广泛流

传。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国际中名声显著，影响广泛，因此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引入学前音乐教育课程中势不可挡，是一种

必然现象。本文主要结合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实际情况，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基本理念、

学前音乐课程教育的特殊实践情况分析，同时结合学校及师生多角度解析状况，最后就如何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引入学前教

育音乐课程中的措施进行探讨分析，为他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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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国十条中提出了发展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

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奥

尔夫音乐教学法是当代世界著名的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因其

教学形式活泼生动、丰富多彩，旨在培养人格的全面发展，

鼓励创造能力的发挥，深得儿童的喜爱，得到世界各国的高

度赞誉，因而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学校肩负着对下一代再教

育的使命担当，一定要改变当下的教育思维模式，将奥尔夫

音乐教学法引用到学前教育的音乐教学中，使得学生脑海中

不单纯只是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还要提升学生的音乐审美

与鉴赏能力，不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最终成为“书

呆子”一般的存在[1]。

1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基本理念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基本理念主要分为原本性和即兴

性。

1.1 原本性

原本性有两层涵义，分别是基础与核心，基础又是音乐

的基本构成条件，其中包含五线谱、音乐节奏、音乐旋律、

音乐和声等等基本要素。除此之外，音乐的核心即音乐的灵

魂其实是饱含多种因素组成的，必不可少的就是创作音乐的

人，也就是人的情感、思想等混杂的想要传递给他人的一些

东西，通过一些音乐载体即音乐乐器转述给大众的情感、思

想，音乐的创造和想象力才是原本性的根本，而不在于流传

记录。

1.2 即兴性

其次就是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即兴性，这种观点和理念使

得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有别于其他音乐教学方法。即兴性简单

来说就是指在教授学生时，每个音乐的韵律、节拍、旋律等

都可以是即兴发挥，它不需要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去体现。

音乐具备广域性，教学手段只是一种教学工具，不能让教学

工具主宰教学方法。音乐教师应该学会灵活变通，不能照本

宣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即兴式教学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课程更具趣味性，充分开发学生的想

象力与创造力[2]。

2 学前音乐课程教育的特殊实践情况分析

2.1 教师在目前音乐教学中的情况分析

笔者罗列了一系列共计十五个问题的“在学前音乐教育

课程中教学现状调查表”分发给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师生共计 300 人，问题分别为：一

是教师专、兼职情况，二是教师学历水平，三是教师职称等

级，四是教师主要承担的教学任务，五是教师教学工作以外

承担的其他工作，六是教师对学前音乐课程教育重要性认定

结果，七是教师对影响教学成功的认定因素，八是教师是否

愿意接受乐理课程教学任务的安排，九是教师认为学生是否

能完全理解消化教学内容，十是教师教学活动中是否与学生

之间存在讨论环节，十一是教师是否采用其他教学法来提高

教学生的学习兴趣，十二是教师在教学之余学习过以下哪些

课程，十三是教师是否熟悉本学校音乐活动的组织，十四是

教师在乐理教学活动设计时是否有音乐欣赏的环节安排，十

五是教师对教师的综合能力在乐理教学中重要性认定。

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80%左右的音乐课程教师任教经

验不丰富，职称等级普遍偏低，且相当一部分音乐教师还要

兼顾其他职务，无法将全副身心投入到音乐教学事业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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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音乐课程是集体式“一对多”的教学模式，教师难以专

注于每位孩子的学习与成长，更何况还有 62%的音乐教师自

身就不重视乐理的教学，因此教师的消极态度通过课堂表现

传达给学生也是一种散漫，无所谓的情绪，久而久之，学生

自然也不会对音乐教学产生积极性。音乐教学课堂中，教师

和学生之间也少有互动，教师也不重视自身的学识拓展，学

生对此也只能被动接受，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课堂气氛沉

闷而无趣。

2.2 学生在目前音乐教学中的情况分析

针对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广大学

生，笔者假借课余时间给学生发放《考试与评价》调查问卷，

主要调查学生的年龄、是否对所选音乐专业有过深入了解、

对音乐行业前景看法、是否于入学前掌握音乐基本技能、是

否对乐理课程的学习感兴趣、对乐理课教学是否感到满意等

十个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多数学生其实是盲目选择专

业，没有考虑过以后的就业前景，也基本没有进行过系统的

音乐学习，虽然有部分学生对音乐学习有着十足的兴趣，但

是苦于基础薄弱，教学课程相对较为高深，存在部分恐惧心

理和一定的心理压力。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音乐教学的质量亟

需改善，教师应顺应社会的发展，紧跟时代潮流，根据学生

的发展需求制定相应的教学模式，力求为社会培养有用能

用、高素质、多技能型的全方位发展型人才[3]。

3 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引入学前教育音乐课程中的

措施

3.1 综合性角度引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从学前教育专业特点的角度出发，

围绕这一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案，促进学生的教学发

展，寓教于乐，培养学生的各方向全面发展，不仅是要教学

音乐领域的相关知识，还要提高学生对其他学科的综合素

养。毕竟仅仅只会音乐相关专业知识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

未来的就业过程中往往会存在教学方法手段不足、教学眼界

不足等种种问题。因此，实际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教学过程中

就要从实际角度出发，尽可能地完善课堂内容，多维度多角

度阐述观点，借助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创新教学模式，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教学制度，为社会培养出综合性

发展的人才。

3.2 培养学生的即兴性

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学生会失去自主思考能力，被动

地接收知识，但是引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可以有效地改善这

种现状。毕竟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核心理念是即兴性，也就

是着重培养人的创造力。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逐一即兴表演

的方式让学生提前适应工作岗位同时调动学生的表演热情，

以实践行动促进教学质量，例如可以让学生哼着带有强烈节

奏韵味的童谣或是歌谣的曲调或韵律来让其他学生猜测等

小游戏互动方式增强教学趣味性。

3.3 保障教学的原本性

学前教育教师要保障教学的原本性，要充分利用音乐中

的各种元素进行组合，要正确运用音乐课本、教材，摒弃一

些华丽的包装，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多技巧性地运动音乐，

音乐的本质是朴实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多让学生打好打

稳基础，戒骄戒躁，音乐的学习和培养过程是枯燥的，要历

经千万次锤炼和磨砺才能打磨出更高的音乐水准。

4 结语

因此，将奥尔夫模式化的教学并非是奥尔夫的精髓，也

绝不能体现奥尔夫的精神，更无法如同火种一样传递下去。

在当今我们进行奥尔夫教学法的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中也许

有很多理念被颠覆，有很多教学手段在不断地增添，有各种

教学内容和材料在各种时代和文化的冲涮下不留痕迹地相

互交融。然而每一个学习奥尔夫教学法、实践奥尔夫教学法

的研究者都必须对奥尔夫本人所提到的最原本的精髓予以

充分地理解，不能只是纯粹的模仿而不知其所以然。奥尔夫

本人之所以将其对于音乐教学的思考比喻为“火种”也许就

是希望它能点亮所有人的心灵，并可以延绵不断地传递下

去。要想在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堂教学中引入奥尔夫音乐教

学法且运用好，主要有几点方法：一是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实

践活动，增加学生的灵活应变能力；二是培养好学生的乐感，

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学生在教授过程中不拘泥于形式，便于多

方法多方式教授给他人；三是让学生占据课堂主导地位，使

得学生自主性大大增加，进而才能体验到学习的快乐与乐

趣，更好地学习和提高自身音乐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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