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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当代世界三大著名音乐教育体系之一的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由于李妲娜老师的推广以及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中国的应用,许多奥尔夫音乐的教师在中国进行了本土化研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新疆的本土化研究还有所欠缺,所以本文以新疆儿歌《娃哈哈》为例,运用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开展本土化研究,旨在将新疆地域文化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相结合,促进当地幼儿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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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之本土化 

奥尔夫教学法的本土化理念来源于

他的人本主义基础,奥尔夫明确的认为,

音乐教育首先是对人的教育。而这种人

本主义思想则在奥尔夫的“原本性”音

乐教育中直接生动地反映出来,就是从

人性发展的开端,从人之初的教育做起。 

何为“原本性”,奥尔夫是这样说

的：“原本性始终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

没有时间性的,原本性意味着永远是一个

新的开端。但凡是赶时髦的一切可能做的

作业,都必定会衰落。一切‘时新’的东

西,为时间所决定都会不时新。原本性的

东西是有生殖力的,他是使我感到幸福的,

所以我决定要抓住这个有生殖力的火种,

诉诸人们身上原本性的东西,并唤醒人们

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的东西。”[1]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呈现出一种开放

性,开放就意味着其他的国家能接受,奥

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要在任何一个国家、

民族的传播,必然会形成“本土化”的效

果,这也可以说是奥尔夫教育观念和原

理的原则之一。能够运用家乡方言、民

歌、童谣、民族语言、谚语和舞蹈作为

基本素材则是“本土化”所提倡的,很多

表面上形式相对简单、短小精悍的民族

音乐作品,却往往是经过大家口头传唱、

老幼皆知、雅俗共赏之后的具有“经典”

性的东西,通过奥尔夫教学法能够达到

“洋为中用”“古为中用”的效果。 

本文将以新疆儿歌《娃哈哈》为基

础,运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幼儿园大

班进行教学,层层推进,让幼儿在教学过

程中感受到新疆儿歌的特点并充分沉浸

到教学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2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课例

实践——新疆儿歌《娃哈哈》 

娃哈哈曲谱： 

 

节奏训练： 

节奏表现为声音的长短和有规律的

轻重反复及其各种变化的组合,并在听觉

上形成的感觉,是音乐中时间移动的时值

表现。节奏作为音乐时值的表现,可以由

节拍、速度、律动等多种要素构成。[2] 

节奏训练活动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平

衡的发展、培养敏锐的反应能力、自控

力以及创造力；节奏教学能够培养幼儿

的音乐感知能力、增强幼儿的音乐记忆

力、提高幼儿视唱读谱能力以及发展音

乐感和发展音乐表演技能。[3] 

课堂伊始,让学生坐成一个圆圈,新

疆儿歌《娃哈哈》是二拍子结构的歌曲,

所以首先由老师先进行二拍子节奏示范,

姓名有二字、三字以及四字之分,先从简

单的二字姓名开始,幼儿依次说出自己

熟悉的二字姓名,如果有幼儿卡壳,游戏

从卡壳的幼儿重新开始,直到每个幼儿

都参与到整个游戏。节奏类型如下： 

二字节奏类型：

三字节奏类型 四

字节奏类型 ,游戏依次按照

二字、三字、四字的顺序进行,让幼儿在

此活动中逐渐掌握二拍子节奏。在熟练

节奏之后,继续进行游戏,游戏规则为：

老师继续进行二拍子节奏,幼儿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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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喜欢的新疆的美食,例如“凉皮”

“羊肉串”“大盘鸡”“黄面烤肉”等,

字数也是二字、三字、四字,但是不要求

统一的字数。此游戏是在之前节奏训练

的基础上进行的升级,在游戏中更加锻

炼幼儿对二拍子节奏的掌握。 

歌唱训练： 

大班的幼儿在歌唱方面在音准把握

能力上有了一定的进步,对歌曲的整体

形象内容、情感的活动体验与理解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得到增强。 

在歌唱教学活动过程中,首先让幼

儿欣赏音乐《娃哈哈》,让幼儿表达自

己对该歌曲的印象以及该歌曲表达了

何种情感,其次教师总结幼儿的发言,

再次进行歌词的朗诵。在朗诵过程中可

以让幼儿尝试用不同的声音进行朗读,

声音或高或低,或温柔或高亢,该过程

可以让幼儿去探索自己声音的可能性,

发挥自己的创造以及想象。随即进行声

部划分,老师进行指挥,可以通过变换

音量,变换速度,变换音色的方式进行

表演,在指挥过程中可采用重唱的方式

进行指挥,先由一部分幼儿进行朗诵,

随即根据划分的声部依次加入,慢慢形

成一个多声部的演唱。该活动能够让每

个幼儿都参与其中,体会到歌曲演唱的

乐趣。 

器乐演奏： 

在器乐演奏方面,大班幼儿的自控

力、合作力、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更

加愿意接受挑战以及勇于去探索。经过

小、中班系统的音乐教育和熏陶,音乐素

质有了一定的发展。 

根据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土化的教

学目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新疆当地的

本土乐器参与到活动当中,让幼儿体验

到新疆传统乐器的魅力。在器乐演奏方

面,我们可以使用新疆当地的羊皮手鼓,

对于大班的幼儿来说,打手鼓对于他们

来说并不困难。在此活动中,我们可以邀

请到会新疆传统乐器“冬不拉”的幼儿

家长,让家长参与到活动当中,也能够让

幼儿感受到冬不拉乐器的特点。在器乐

演奏活动过程中,教师展示乐器演奏谱,

让幼儿跟随谱子演奏歌曲《娃哈哈》,

在这过程中不仅锻炼了幼儿器乐演奏

的能力,也在无形中集中了幼儿的注意

力,发展了幼儿的听觉以及节奏感。谱

例如下： 

 

综合表演： 

奥尔夫原本性音乐教育对于幼儿的

培养不是刻意的,而是在生活和玩耍游

戏的过程中去进行的,即兴是奥尔夫原

本性音乐教育的一大特点。奥尔夫原本

性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专门的音乐

技能人才,而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素

养。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对于

“什么是教育的真谛”,江苏省锡山高级

中学的校长唐江澎做出的回答是“学生

如果只有分数,赢不了未来的大考,好的

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

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

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

福国家社会。” 

0-6岁的幼儿教育 重要的是打好

基础,在原本性音乐教育中,教师是引

导者,陪伴者、跟随者和观察者。在课

堂中要求教师学会观察,观察学生的课

堂表现,教师的作用在于让幼儿能够放

开自我,用身体、语言、动作、舞蹈、

歌唱去表现自我,回归生活。正如蒙台

梭利所说的“我听见了,我忘记了；我

看见了,我记住了；我做了,我理解了。”

所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就提倡去做,去

实践,只有做了幼儿园才能够真正得到

发展。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本来就不是单一

的,它是集语言、动作、音乐为一体的,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并不是单一的进行某

一方面的训练,而是融合在一起的,浸泡

式学习的。在进行前面的节奏,歌唱,器

乐训练之后,我们可以将这些融合在一

起进行表演。根据班级人数将幼儿分为

演唱组,器乐表演组以及动作表演,教师

在其中进行指挥,可以先由演唱组进行

歌曲的演唱,分声部进行演唱,随后加入

器乐表演以及动作表演, 后形成一个

小型的舞台表演。在综合表演的过程中,

需要幼儿在兼顾自己部分的表演的同时

观察其他部分幼儿的表演,相互配合协

作完成整个表演。在此获得过程中,不仅

锻炼了幼儿的表演能力,还发展了幼儿

的合作能力以及观察力。 

3 结语 

我国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方,在新疆就有多达30多个少

数民族,所以在新疆有许多的文化资源

等着我们去开发利用。我们应当以当地

的文化资源为本,借助奥尔夫音乐教学

法进行本土化研究,充分发挥当地文化

资源的价值,让幼儿了解和喜爱当地的

文化,努力把每个孩子培养成国家所需

的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以及高素质

的人才,从而促进文化的传播和国家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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