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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奥尔夫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运用 
——以《打字机》一课为例 

◆杨晓青 

（上海市松江区张泽学校） 
 

摘要：“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是德国著名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 carl • 
orff 1895 - 1982 )所创建的一个独特音乐教育体系，已经对许多国家和地
区的音乐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小学音乐课堂中运用奥尔夫教学法，
能够培养小学生的多项音乐素质能力。本文将从奥尔夫教学法的内容、
特色以及在小学音乐课堂的教学运用案例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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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尔夫教学法的基本思想 
奥尔夫认为，学生作为参与者或演奏者，那些贴近自然又源

于生活的、让每个人都能够学会和体验的音乐才是最原本的音
乐。表达思想以及情感是人的本能，应以儿童的发展特点为本，
通过语言、歌唱、器乐表演和舞蹈来表达这种本能。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是参与者、指导者以及推动者——他要关注
每个人的语言交流、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引导学生不断
探索和培养创造力。音乐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不断激励和提高表达
音乐的能力，最终目的是丰富学生的情绪、培养创造力、发展想
象力、拓展思维、增强合作意识。 

二、奥尔夫教学法的特色 
(一)注重合作，各尽其能 
奥尔夫教学法的合作非常丰富，多样灵活，它需要真正意义

上的沟通与合作——从两两合作开始，汇集一些简单的风格，同
时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一些益脑以及简易的游戏，由此吸引更多
的学生加入到游戏活动中互相合作。 

(二)把童谣、民歌作为基本素材 
教学素材的选择上，常用童谣、绕口令、儿歌等，词和曲均

源于当地生活。因为从祖辈的口中世代相传，所以这些儿歌、童
谣等无人不知。这不但能够将各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地方特色表现
出来，还能节约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且充满着更加深刻的实
际意义。 

（三）注重创造能力 
教师只给学生提供一些最原始的材料，或最基础的方法，通

过感受和体验音乐，经教师耐心的指导后，学生进行自主的创作
音乐学习，把综合性创造即兴地发挥出来，无形之中就能够锻炼
孩子们的创造能力，能够让孩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更有兴趣，
也能得到相应的艺术情感体验，提高孩子的音乐品质，促进音乐
和艺术生活。 

三、奥尔夫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的运用——以小学课堂
《打字机》为例 

沪教版第七册第二单元欣赏课是《打字机》。作曲家安德森
在使用打字机的过程中，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得到了灵感，创作出
这首管弦乐作品。乐曲模拟打字、换行等音响，在急速的演奏中
表现繁忙、快捷的都市生活。在音乐课中运用奥尔夫教学法开展
教学，根据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可利用游戏、律动、儿歌以
及表演等方式，在教室中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气氛，激发学生学
习音乐的兴趣，夯实基础，理解乐曲的形象。 

1.创设情境，激趣导入。由于小学生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
所以首先要抓住这一特点，师生互动并让他们尝试。创设出打字
机的情境，激发学生兴趣，进而能迅速进入课堂学习状态，有趣
的导入是一节课成功的一半。 

【课堂实例】教师关键设问：“谁看到过日常使用的打字机
吗？他在你脑海中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启发学生回答问题，教
师给学生们一些提示，提升教学气氛。随后，向学生们展示打字
机，让他们触摸感受。揭示课题《打字机》，介绍作者从中得到
的创作灵感。 

2.师生合作，律动感知。小学生活泼好动，因此加入身体的
律动既符合他们的发育特点，又能感知音乐的速度、节奏、节拍、
情绪等特点。 

【课堂实例】教师用打击乐器做应着乐曲作伴奏，学生在教
室站成一个圈，学生根据听到的节奏点，控制行走脚步的快慢。
若节奏舒缓，则漫步走，反之亦然。在乐曲速度很快的时候，教
师的节奏更加密集，学生快步，他们更加兴奋了。不仅感受到乐
曲的节奏速度变化，更提高了学生的兴致，找到学习的快乐。 

3.生生合作，声势听演，化抽象为具象。为了进一步让学生
理解《打字机》这首乐曲是怎样把实际生活中的打字机和音乐艺
术结合的，教师通过声势听演来丰富教学内容，让学生强烈感受
到乐曲形象。 

【课堂实例】学生围绕教室坐成一个大圈。因打字机在每次
换行时，会发出“叮”的铃声。“每听到一个‘叮’声，就依次
站起一位同学，从第一位同学开始，站起后就不要坐下。”在欣
赏音乐的过程中，同学们依次站起来的间隔速度越快，越能反映
出作曲家打字的画面的速度和字数有多少；当欣赏整首音乐后，
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站了几位同学，打字员就打了多少行字。 

4.即兴创作童谣，与节奏相结合。教师结合欣赏的乐曲内容
设计教学环节，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后总结，即兴创作童谣，增
强创编能力。 

【课堂实例】打字机的键盘敲打下去时，会有“嗒”的声音。
学生根据老师的敲击扣手的手势，嘴里发出“嗒”声音。师手势
位置越高，生的声音越大，反之越小。师扣手的动作越快，生的
“嗒”声节奏就越密集。这样，就可以进行节奏训练，手指不会
跳舞，学生们记住了手指的动作，学生们丰富的节奏，有变化的
强弱变化，将一张白色的纸上写满了长长短短有序的文字。还可
以将这个活动即兴创作成童谣，训练指导学生的合作创作能力。 

【课堂实例】 
 
 
 
 
 
 
 
 
 
 
 
 
首先将每一句童谣教学生们整齐地按节奏朗诵并记住。然后

将学生分成两组，根据教师给每个组的内容及口令，每只手各指
挥一组学生，可以将两组先后依次进行，这样的效果就像轮唱一
样；也可以两组同时进行，声音效果像合唱一样动听有趣。 

结语：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已经不单单满足“教师讲课学
生听讲”的状态了，他们需要全方位的实践感受。在小学音乐课
堂中，音乐教师需要更多地运用奥尔夫教学法。通过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让小学音乐教育充满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提高学生的
音乐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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