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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研究述评

幼儿园奥尔夫音乐教学研究综述

王佳佳，孙　雪

（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学部，山东济南　２５００００）

摘　要：通过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发表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上关于奥尔夫音乐教学论文的分析，从论文发表的年限、文献来源、研

究领域、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和研究的内容五个维度进行了深入讨论，在重视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应用研究的同时，建议加大

对于幼儿园运用奥尔夫音乐教学方式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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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卡尔·奥尔夫创建的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最

著名、影响最广泛的四大音乐教育体系之一，它以人

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通过诉诸感性、发挥即兴性、

幻想性、创造性等方法和手段达到音乐教育的目的。

要求儿童自己动手动脚去唱、奏、演、跳，甚至自己设

计音乐。它从朗诵入手，以节奏为基础，重视体感，

强调兴趣。［１］这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在奥尔夫的音

乐课堂教学中，音乐不再仅仅是旋律和节奏的组合，

而是与儿歌的说白、舞蹈、律动、戏剧表演等甚至是

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相联系。通过分析幼儿园奥

尔夫音乐教学的现状，分析其发展趋势，为以后的研

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每篇文章作为分

析单位，因分析对象为幼儿园奥尔夫音乐教育方面

的研究报告，因此，对我国目前发行的教育类、音乐

类杂志中，选取研究报告较多的几种杂志，其中包

括：《大众文艺》、《音乐大观》、《北方音乐》、《大舞

台》、《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国音乐》等期刊杂志，文

章搜索范围自２００４年初至２０１３年底。

（二）文章取样

上述杂志中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共计４１９篇，为

保证文章的质量，笔者从中选出１５８篇文章作为研

究对象，其中：《大众文艺》２１篇，《音乐大观》１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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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音乐》１４篇，《艺术教育》１４篇，《大舞台》１２

篇、《黄河之声》１１篇以及其他期刊等，从而对此进

行深入分析。

（三）分析维度

根据对有关文献的分析和整理，本文主要从论

文发表的年限、文献来源、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方

法、研究内容五个维度进行分析。论文发表的年限

可以显示关于“奥尔夫音乐教学”的发展情况及其发

展趋势。文献来源说明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揭

示该领域的研究水平。研究视角与方法突出论文的

出发点，研究内容反应该领域集中点，从而观察学科

研究的特点。

三、统计结果

（一）论文发表年限分布

笔者对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发表关于奥尔夫音乐

教学的论文做了统计，论文数量的变化情况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该领域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水平，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奥尔夫音乐教学”为主题

检索的文章数量，具体年份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奥尔夫音乐教学论文发表年份分布

从图１中可以看出，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关于“奥尔

夫音乐教学”为主题的论文刊发年份分布大致呈递

增趋势，从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相关论文数量虽然出现不

定量的浮动，但自２００８年以来论文数量急剧增加，

由每年发表数量１２篇上升到２０篇左右。文章数量

的不断增长，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对学前教育音乐教

学方面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幼儿园音乐

教学与世界幼儿音乐教学交叉发展的国际化趋

趋势。

（二）文献来源

１．期刊来源

期刊来源的分布主要是针对学术论文进行分

析，根据量化统计得出，１５８篇论文发表于多种类型

期刊，刊载数量的分布如表１所示，由此可以看出，

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于音乐领域，其中

音乐类期刊占大部分，如《大众文艺》、《音乐大观》、

《大舞台》等杂志，而教育类杂志发表文章数量则

较少。

表１　期刊刊载分布数量

　　　　期刊来源 数量 百分比

大众文艺 ２１ １３．２９％

音乐大观 １９ １２．０６％

北方音乐 １４ ８．８６％

艺术教育 １４ ８．８６％

大舞台 １２ ７．５９％

黄河之声 １１ ６．９６％

中小学音乐教育 ６ ３．８０％

中国音乐 ３ １．９０％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３ １．９０％

学前教育研究 ２ １．２７％

　　文献来源反映了对于幼儿园音乐教学的研究重

点依旧集中在艺术领域，单纯的从艺术学的角度出

发，与学前教育学甚至是教育学的理论结合较少，无

法突破原有的隔阂，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从多角

度、多方位的纬度来分析奥尔夫音乐教学对我国学

前教育的影响。

２．论文作者机构来源

论文作者机构的来源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论

文的出发点和纬度，并能够在今后的发展中把握该

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好地有针对性提高论文作

者的专业素养。本文通过论文作者机构来源分析显

示，如表２所示，文献作者主要来源于师范类高等院

校，占发表文章总数量的３７．３４％；其次是中高等职

业院校和专业类音乐学院，所占比例分别是１９．６２％

和１３．９２％。相对来说，幼儿园教师发表的文章数

量最低，仅占文章总数量的９．５０％。

表２　论文作者来源分布情况（论文数量）

　　　作者来源 数量 所占比例

师范类高等院校 ５９ ３７．３４％

中高等职业院校 ３１ １９．６２％

其他类 ３１ １９．６２％

专业类音乐学院 ２２ １３．９２％

幼儿园 １５ ９．５０％

共计 １５８ １００％

　　根据调查发现，师范类高等院校的论文作者以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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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以及课程与教学论（音乐学

科）专业为主，仅有部分论文作者来自师范类院校的

学前教育专业。而中高等职业院校的论文作者则以

幼儿师范院校为主。因此，对于奥尔夫音乐教学的

研究发现，作者的来源以及出发点大部分局限于音

乐类专业，仅从音乐学的维度分析奥尔夫音乐教学

而缺少以教育学为理论背景的研究。

（三）研究领域

对“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分为以下

三个方面：音乐舞蹈、教育领域和医学领域，所涉及

的文章总共１５８篇。其中，教育领域又分为学前教

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

教育等。

图２　奥尔夫音乐教学论文在不同领域的比例

图３　奥尔夫音乐教学论文在教育学不同领域的比例

通过图２可知，奥尔夫音乐教学领域涉及范围

较广，其中研究重点以音乐舞蹈领域为主，文章数量

有８１篇，占总数量的５１．２７％。音乐舞蹈方面主要

从奥尔夫音乐教学的“原本性音乐”出发，涉及歌唱

教学、节奏教学、视唱练耳教学、器乐教学、合唱教

学、音乐欣赏教学、舞蹈教学等多个教学领域。

其次，教育领域方面，文章共计７３篇，占总数的

４６．２０％，从图３可以看出，在教育领域方面关于学

前教育的研究占有最大比例，几乎占据了教育学类

的一半。例如：韦斌从奥尔夫音乐教学的基本原理

和主要原则出发，谈及对幼儿音乐教育的启示［２］；刘

丹依据以“原本性”为核心的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强

调音乐的参与性、综合性、即兴性、人本性，这种思想

对于改变当前幼儿音乐教育目标和教学行为产生的

积极启示作用［３］。

最后在医学领域方面，侧重点在于音乐治疗对

儿童的干预，奥尔夫音乐治疗是以奥尔夫教学法与

音乐治疗相融合而产生的。刘抒歌在文中指出临床

奥尔夫音乐治疗法对于儿童感觉统合失调有着正向

干预作用，不仅可以促进儿童身体各个感觉区域的

成熟，还通过对儿童的视、听、触、平衡感觉进行训

练，最大限度地调动儿童各个方面的能力，开发儿童

的潜能，提高认知能力和协调能力［４］。

（四）研究视角与方法

如图４所示，对奥尔夫音乐教学的视角研究主

要是从音乐学和教育学方面进行的，从心理学视角

研究的奥尔夫音乐教学主要是通过奥尔夫音乐治疗

儿童孤独症、焦虑症等。如在《奥尔夫音乐治疗对河

南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干预研究》一文中，通过

实验对比的方法得出奥尔夫音乐治疗对农村留守儿

童焦虑性情绪障碍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并且还可以

提高留守儿童的主观感受性。从社会文化人类学视

角研究奥尔夫音乐教学，在于分析奥尔夫音乐教学

法的特征、遵循的原则、以及在教学中的应用及启

示。如王丽新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奥尔

夫音乐教学法的历程与现状、实践研究、本土化奥尔

夫音乐教学法的生成、本土化的融合障碍和生成条

件等。

图４　奥尔夫音乐教学论文研究视角分布

从图５中得知，对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研究中采

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献法为主，研究者通过收集、整理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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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奥尔夫音乐教学论文研究方法分布

相关文献资料，在已有的奥尔夫音乐理论基础上，对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特征、原则进行总结，为奥尔夫

音乐教学在我国本土化的教学中提出更好的建议和

策略。以观察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文章大多是探讨

奥尔夫音乐教学在音乐课程中的实际运用，其中以

观察课堂中教师教学以及幼儿的课堂反应情况，探

讨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现状。调查法主要包括问卷调

查法和访谈法两种形式，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是针

对在职教师对于奥尔夫音乐理念的掌握，以及在课

堂中的运用；访谈是通过了解教师的基本音乐知识

以及对于在应用中的变化和评价。如在《幼儿园奥

尔夫音乐教学实施现状研究》中，作者分别采用两种

方法对幼儿园教师的奥尔夫音乐知识进行了解、观

察和研究，最终对于在奥尔夫音乐教学实施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实验法的运用主要

是在探讨奥尔夫音乐教学的心理学领域，例如《奥尔

夫音乐教学对城市农民工子弟自我与社会认知发展

的影响》一文中通过设计实验研究的方法，选择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作为被试对象，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

进行数据分析，最终得出实验班和对照班对社会认

知相关性结果分析，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比较

法主要是通过对奥尔夫音乐教育教学和其他音乐教

学的对比，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匈牙利的柯达伊音

乐教学法、瑞士的达尔克罗斯音乐教学法等，通过对

比两种教学法对其产生背景、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实

施的影响，从而提出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启示。

（五）研究内容

通过研究调查发现，国内学者对于奥尔夫音乐

教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奥尔夫音乐教学理念、

奥尔夫音乐教学特点、奥尔夫音乐教学组织方法和

奥尔夫音乐教具等方面。对于奥尔夫音乐教学理念

的解释，大部分学者一致认同将“原本性音乐”作为

其核心理念，而对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特点各学者说

法不一，迟瑞杰在《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学前教育音

乐课程中实施的可行性研究》中指出奥尔夫音乐教

学特点是原本性、即兴性、实践性、创造性，而白艳则

指出其教学特点是元素性、综合性、参与性、即兴创

造性。其中奥尔夫音乐教学特点中的综合性、元素

性、创造性、即兴性得到广大学者的肯定，部分学者

又根据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在不同学科的应用提出

了教学特点的应用性、实践性、本土化性等其他

特点。

关于奥尔夫音乐教学组织方法的研究较少，其

中以黄瑾为代表提出的“引导创作法”，通过教师的

启发引导及范例帮助儿童集体创作、协助创作。教

师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安排、体现的是从探索———

模仿———即兴———创造的四步环节，教师不再局限

于技能传授，而是注重发挥儿童的即兴能力和想象

力，鼓励儿童在即兴创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创造，

发展儿童的创造能力。［５］杨宁指出奥尔夫音乐教学

方法包括探索法、模仿法和即兴创编的方法，其中探

索法是引起幼儿创造的兴趣，模仿法是创设幼儿创

造的情境，即兴创编是完成幼儿创造的实现，在音乐

教学中，要灵活、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６］奥尔夫

音乐教学中教学工具是奥尔夫乐器，它分为有固定

音高的音乐乐器和无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器，迟艳杰

详细地介绍了两种类型器乐的不同用法以及在教学

案例中的实施过程。

四、对统计结果的分析

（一）奥尔夫音乐教学发展迅速

奥尔夫音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传入中国以来，

其教学法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已有三十多年。奥尔

夫多年来的教学科研及音乐教育实践创造性的改革

成果《儿童音乐教材》被廖乃雄译为中文后，我国对

其教学法的研究不断深入，并且随着奥尔夫音乐教

学在中国的实施，我国音乐教学的现状与其教育理

念相结合，促进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本土化的发展。

随着发表论文数量的不断增加，奥尔夫音乐教学在

中国得到了适应性的研究和发展，为实现民族化和

多元化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促进我国音乐教

育教学改革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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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分布广但专业性不高

通过对文献来源进行分类统计，可以揭示对该

主题的关注程度。近１０年的发表研究成果分布的

期刊较为广泛，主要来自音乐类学术期刊、教育类学

术期刊以及高等院校学报等，其中发表数量较多的

是音乐类期刊，多数是围绕奥尔夫音乐教学在钢琴、

舞蹈教学的应用，而核心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数量较

少，表明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研究奥尔夫音乐的高

产期刊群。

（三）研究领域广泛但缺乏创新

我国关于奥尔夫音乐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覆盖

范围比较广泛，从音乐领域涉及到教育领域，再到医

学领域的运用，经过对文献的整理发现，虽然各领域

之间教学特点不一致，但教学实施思路却趋于相同。

由此可见，虽然我国对于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研究在

学前领域方面已经逐渐得到社会各界学者专家的关

注，但研究纬度缺乏创新点。研究角度一般从音乐

的专业性出发，对实践中真实的教学案例、尤其是关

于学前教育方面教学活动中奥尔夫音乐教学出现的

问题分析较少，并且在分析过程中，遵循原先学者的

研究套路，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及实际性的建议。

（四）研究出发点不一，以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视角的选择上，更多的研究者倾向关注于

音乐方面，尤其是奥尔夫音乐教学在钢琴、舞蹈教学

中的应用，对于学前教育方面的关注度较低，而这正

是在学前教育音乐教学中所欠缺的。《３—６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让幼儿倾听和分辨各种

声响，引导幼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对音色、强

弱、快慢的感受”。因此，奥尔夫乐器的引进更好地

给予儿童机会来表达自我。

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研究方法多样

化，不仅有文献法、观察法，还逐渐过渡到实验法和

比较研究等。我国对奥尔夫音乐教学的研究以定性

研究为主，多数采用文献法对概念进行界定，对现状

和原因进行分析；观察法主要是深入课堂中，针对教

师和幼儿的表现进行反馈；实验法和比较法的使用

频率较低，其中原因可能一方面由于在课堂中较难

实施实验法，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引入奥尔夫教学

法的时间较晚，研究方法还不是很成熟，所以使用

较少。

（五）集中度不够，研究有待展开

文献的集中度不够说明对于奥尔夫音乐教学理

念、教学特点、教学组织方法和教具等方面还尚未形

成较为稳定和统一的内容体系，尤其是对于教学特

点各学者持的观点不一。虽然奥尔夫音乐教学在我

国的发展蒸蒸日上，但其研究还有待展开和深入。

五、小结

鉴于以上内容分析表明：近十年间我国对奥尔

夫音乐教学的研究成果丰硕且呈现波浪式上升趋

势，文章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

将奥尔夫音乐教学的发展提高到新的领域，指引更

高层次的进步与发展，期刊分布范围广且集中在音

乐类和教育类学术期刊，其中对于学前教育的关注

度随着《纲要》的实施将不断提高，研究出发点多元

化，研究纬度广泛化，研究深度层次化，更好地有利

于奥尔夫音乐教学本土化的发展，我国奥尔夫音乐

教学的研究工作者应该在学习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

上不断探索，力求使我国的幼儿园音乐教学水平上

升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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