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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届中国奥尔夫教育大会综述

肖素芬"唐大章

"成都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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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奥尔夫原本性艺术教育对我国艺术教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助力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具

有重要意义'

!"#$

年首届奥尔夫教育大会%围绕着+本土化的原本性艺术教育,这一主题%对当前奥尔夫教育本土化研究现状

进行了多视角*深层次的交流与探讨'本文梳理了
!"#$

首届中国奥尔夫教育大会的交流成果%对大会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及学

术观点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中国奥尔夫教育!原本性艺术教育!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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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中国音协奥尔夫专

业委员会主办的
!"#$

首届中国奥尔夫教育大会在

成都绿洲大酒店顺利召开'美国奥尔夫协会前主席

朱迪3邦德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尹爱

青教授*中国音协柯达伊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师范

大学杨立梅教授*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

长吴斌教授*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中国音协奥尔夫

专业委员会会长李妲娜教授*奥尔夫专委会副会长

南京师范大学许卓娅教授等出席大会'大会吸引了

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全国各省市
F""

余名大学*中

学*小学*幼儿园音乐教师参会'

!"#$

首届中国奥尔夫教育大会主题为 +本土

化的原本性艺术教育,%大会围绕着奥尔夫教育+本

土化,主题%关注当前世界最前沿的艺术教育发展动

态%聚焦艺术教育本土化的热点难点%试图从我国悠

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地域中%吸取民族民间文化营

养%探索艺术教育新视角*新方法*新途径%更好的服

务于儿童*服务于每个人的音乐成长'大会采用主

题演讲*工作坊*热点对话*论文宣讲等多种形式%集

中展示当前我国奥尔夫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

果'开幕式上李妲娜会长致开幕词%深情追忆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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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届中国奥尔夫教育大会综述

夫教育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以两个不要忘记

寄语当前的奥尔夫教育&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多

年来对中国奥尔夫教育发展作出贡献的国内外专家

学者!不要忘记奥尔夫教育的+本土化,$$$+奥尔夫

的7本土化2就是一种关注主流音乐*关注以母语为

主发展出的地方文化以及关注教育对象生活环境的

7本土化2',在中国奥尔夫教育发展的今天%如何传

承中国文化是每一位艺术教育工作者需要思考和努

力的方向'开幕式上朱迪教授为大会带来了美国奥

尔夫协会的祝贺与问候'中国音协奥尔夫专委会秘

书长陈蓉博士主持了开幕式'

在开幕式主题报告演讲会上%朱迪教授做(用奥

尔夫理念帮助所有人达成终身音乐成长)的主题报

告%介绍美国社区音乐教育的情况%她认为社区音乐

教育的目标在于帮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其

幸福感%让人们在音乐和生活中找到幸福和快乐%美

国社区音乐教育服务对象为健康的成年人*有特殊

需要的成年人"残障人士等#*社区儿童%以及延伸出

的对父母*儿童看护人的音乐支持等等%朱迪教授还

谈到社区音乐教育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区别%社区音

乐教育的功能更多是分享*是传递快乐%因为人的创

造性需要满足*人的快乐需要分享*人与人需要相

遇!谢嘉幸教授做了(为人生而音乐)的主题报告%从

核心素养的定义*要素*背景分析%音乐课程标准的

基础与困境%核心素养的音乐解读%未来音乐教师的

必备能力等方面解读了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面临

的契机与困境%并提出+为人生而音乐,的理念"入

乐*用乐*评乐*配乐*作乐#%他认为+音乐首先是为

每一个人的%她因每一个人的丰富而丰富%她因每一

个人的感动而生辉',!杨立梅教授做(让民族语言成

为培养儿童基础音乐能力的起点)的主题报告%引经

据典地阐述了如何利用民族语言培养儿童的音乐能

力%以丰富的案例分享论证了奥尔夫教育本土化的

可操作性!吴斌教授以(我心中的奥尔夫$$$一个外

行的思考)阐述了他对奥尔夫教育的音乐性*综合

性%以及奥尔夫教育商业推广与奥尔夫教育传承相

互影响的看法%奥尔夫的未来在于走向融合和创新%

奥尔夫应将方法融化在多元发展中!莫蕴慧教授以

(奥尔夫的+本土化,)为题%从局外人的角度谈到奥

尔夫教育的本土化%重视对本土民族音乐的学习也

是国际化体现%本土化的过程要重视儿童学习习惯

的养成%让每一个儿童建立起学习本民族音乐的自

觉!尹爱青教授做(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学理思考)

主题报告%从理论研究角度诠释了+本土化,的概念

和含义"本土是相对于异域而言%是区别于其他民族

和国家的本地*本民族*本国家#%分析了+把什么本

土化,的问题"用本民族的来化非本民族的#%提出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对未来,是奥尔夫教育发展

的基本途径'闭幕式上王甘园长做了(社区音乐活

动对促进家园信任和家园共育的作用)主题报告%以

北京小橡树幼儿园社区艺术团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我

国社区音乐教育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家长

的积极性%促进幼儿园*家长*孩子的共同发展%建立

以家长为主体的社区艺术团在社区音乐教育中的作

用等%闭幕式上小橡树社区艺术团以(为每个人的音

乐)为题做了专场演出%家长*教师*儿童以丰富多彩

的节目展示了社区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本次大会

在四天时间里分五个分会场%展示了
F"

余场工作

坊*

F

场热点问题研讨会%宣讲了
!"

篇论文%围绕着

+本土化的原本性奥尔夫教育,过程中的+本地化,*

+人本化,*+民族化,等关键词进行了交流%呈现了当

前奥尔夫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价值取向'

一"本地化问题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在地化

则是相对于全球化而来的另一种趋势和潮流%是指

一个地区或国家%任何一种经济或商品流动%必须适

应地方需求%才有可能加速发展'来源于德国的奥

尔夫教育在中国也存在着如何在地化的问题'大会

第一天%谢嘉幸教授做了(全球在地化视野下的中国

传统音乐教育)的讲座%阐述了+全球在地化,的基本

概念%认为其既包含+全球在地化,又含有+地方全球

化,的含义%在全球在地化视角下对中国传统音乐教

育在我国音乐教育体系中的缺失和重建提出了自己

的思考%认为音乐教育是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的重要途径%人格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目的与内容%并以丰富而形象生动的案例展示了

全球在地化视野中重建传统音乐教育的可能和已经

取得的成果'+在地化,的一个要件就是要和当地的

文化经济语言接轨%要适应当地的文化需求和学习

习惯%所以一般说到+在地化,还不能回避一个

词$$$+本地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在地化,

即为+本地化,'奥尔夫教育+本土化,离不开+本地

化,%即对教师*儿童生活当地的风土人情*民间民

俗*地域风貌*社会环境等的感受*体验*分享和表

现%这样的奥尔夫教育才能活化%才能发展'在四天

的工作坊中%多位教师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奥尔夫

教育的+本地化,'陈蓉老师工作坊以北京童谣(黑

鸡下了白鸡蛋)为素材%通过声势*歌唱*律动*乐器*

卡农等手段%引领大家在愉悦*欢乐的气氛中学习了

这首有着浓郁地方色彩的儿歌!张源媛老师以成都

童谣(王婆婆卖茶)为主题开展同课异构%尝试同主

题课例+用,素材方面的实践与思考%对童谣教学进

行了不同角度的开发!汤静老师以重庆儿调民歌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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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茶歌)为材料%通过节奏模仿*问答*声势律动等

手段%帮助学生体验歌曲节奏*音准*乐感%从而学会

歌曲%并进行三音列
C#!

的旋律自由创编%增进学生

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和喜爱!李丽老师工作坊以四川

清音为载体%以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目的%

介绍四川清音的形成历史*代表人物%运用身边的物

体为四川清音伴奏%体验乐队的乐师角色%学习四川

清音独具风格*跳跃式的连续顿音唱法$$$+哈哈

腔,%体验四川清音唱腔的温婉*细腻*轻盈*甜美!杨

晗誉*魏雅铭老师的(新疆维吾尔儿谣&蝴蝶)*张宇

老师的(亲亲资阳河)等工作坊都是利用当地的音乐

素材进行奥尔夫教育本地化探索的范例'

二"人本化问题

奥尔夫原本性教育思想深受人本主义影响%他

认为+原本的音乐是一种人们必须自己参与的音乐%

即人们不是作为听众%而是作为演奏者而参与其间'

88原本的音乐是接近土壤的*自然的*机体的*能

为每个人学会和体验的',他曾明确指出音乐教育首

先是人的教育%这是他一切努力的出发点也是最终

归宿'本次大会的工作坊*论文交流*热点问题研讨

都从不同角度围绕着所有人"不论大人还是儿童%不

论正常人还是特殊群体#的成长进行探讨%试图关注

到每一个人的成长'

#一$关注
"A%

岁儿童早期音乐体验和成长

北京李洁老师(

"A%

岁亲子音乐)工作坊提出

通过有词和无词念谣让
"A%

岁儿童感受音乐的多

样性%通过身体知觉和连续流动感受空间感%发展
"

A%

岁儿童的语言*节奏及音高能力%丰富其音乐体

验%关注其音乐学习和发展'上海汤淼*陈蓉老师

(早期儿童音乐教育体验)工作坊%从音乐学科本位

出发%从听觉入手%通过大量的音乐聆听%参与各类

音乐活动%例如律动*模仿等%以亲子互动作为主要

的参与形式%展示音乐早期教育中所涉及到的音乐

元素以及体验到各类不同的音乐活动%感受音乐带

来的感官刺激%培养
"A%

岁儿童对音乐的体验*表

现*理解'

#二$关注
%AC

岁儿童音乐学习和成长

南京许卓娅教授(奥尔夫体系中从模仿到创造

的教学程序对幼儿音乐教学的启示)工作坊关注到

学前儿童音乐学习能力培养的过程%借助奥尔夫经

典课例(土豆丝%土豆皮)与游戏的最新视觉分析%探

究儿童音乐学习能力从模仿到创造学习的习得过

程%给幼儿搭建学习的阶梯%最终提升幼儿的创造能

力%培养其创新精神'台湾陈怡玲老师的(爱唱歌的

小青蛙)运用奥尔夫教学理念%让幼儿通过教师自编

故事(青蛙音乐会)的情境及课程游戏安排%通过肢

体律动*歌唱游戏等学习四分*八分音符的节奏%利

用图谱方式引导%让幼儿学习看读及操作节奏卡%进

而做简单的节奏创作'深圳孙建国老师(我是这样

用音乐+玩,孩子的)工作坊提出用新颖有趣的破冰

方法吸引孩子的学习兴趣%建立师幼间的信任%用别

具一格的上课技巧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用特

别设计的音乐环节发现幼儿心智成长的形成原因%

帮助幼儿提升对于美的感受%完善更健康的人格'

北京莫卉卉老师(守护蓝天)工作坊借助绘本%运用

舞蹈*律动*角色扮演*绘画及手工等多种艺术表现

形式%结合本土音乐素材%与幼儿共同探讨引发雾霾

的成因和守护蓝天的各项措施%引发幼儿集体的思

考和共鸣%在亲身体验中促进幼儿的成长'

#三$关注大中小学生的音乐体验和学习

关注学生在学校音乐教育活动中的学习能力培

养*音乐素养的养成%助力每个学生的成长也是本次

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万里燕老师(从现行教

材挖掘多声音乐材料发展学生多声部感知能力)*张

阳阳老师(三大体系教学法在人音版小学音乐教材

中的运用)*陈运成老师(声势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

有效应用)*王灼老师(中高年级音乐素养课中的中

国民间音乐欣赏教学)*曾群老师(土家打溜子
%

锦

鸡出山
#

$$$奥尔夫+参与性,教学理念在高中音乐

鉴赏中实践运用)等工作坊%孙雨欣(真正深入学生

中的音乐教育)*李飞飞老师(学前专业奥尔夫教学

法本土化实践与思考$$$以天津师大学前学院为

例)*温丽柔老师(高师音乐教育教学法课融入声势

教学法的实践研究)*李梦燕老师(

%

技工院校幼师

专业音乐基础教学的实践研究
#

$$$奥尔夫打击乐

器的教学应用)等论文都体现了不同层面*不同形式

的对当前学校音乐教育的研究%对学生音乐成长的

关注'

#四$关注特殊人群的音乐体验和成长

宋丹老师(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普教和特教双

领域的有效运用)工作坊介绍了奥尔夫元素性音乐

教育理念在普教和特教运用中的相似点和差异性%

正常儿童各年龄段建构课程的原则和分段教育的侧

重点%特殊儿童教育中对低功能*中功能*高功能*融

合班的幼儿建构课程和侧重点!广州郑哲佳老师(奥

尔夫在特殊教育中的融合与多元发展)工作坊中将

奥尔夫教育理念与音乐治疗*特殊教育相结合%将其

生态化*在地化%帮助特殊儿童建立*发展*维持一个

系统%帮助其感知和接受这个世界%提升特殊儿童发

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能力%为其提供多元发展的

可能性'中国音乐学院马夕然博士 (正念音乐治疗

的模式$$$奥尔夫音乐治疗本土化的临床研究)工

作坊介绍了正念音乐治疗的团体音乐治疗模式%这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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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届中国奥尔夫教育大会综述

种模式借鉴奥尔夫音乐治疗方法%进行本土化尝试%

力求秉承中国传统文化%遵循中医哲学基础%促进身

心疗愈'

#五$关注每个人的音乐体验和学习

葛卉老师论文(回归身体本源的音乐学习理论)

提出音乐实际上来源于人的生命本身%音乐学习不

止是为了获得一种技能%而是回归身体原初的感知

力%音乐教育不是培养对乐器的操作技能%而是唤醒

人原初的生命意识'谢呈博士(拉班-巴特涅夫+动

作理论在7体态律动2"德语区#中的运用$$$以中国

大鼓为教学手段的原本性音乐本土化尝试,)工作

坊%使用中国大鼓为媒介%帮助参与者体验音乐与动

作之间结合与转化的理解%通过拉班-巴特涅夫动作

理论分析动作与音乐间的联系%在解放参与者肢体

动作表达的基础上探索如何从本民族的媒介入手%

理解外来思想%继而融合并发展原本性音乐教育的

本土化'

三"民族化问题

李妲娜老师(秋思)工作坊从中国古诗词(秋思)

的教学入手%借鉴中国古诗词中诗歌*舞蹈*器乐融

为一体的特点%立足(秋思)一句一画%且与声音有密

切联系的特点%综合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多种艺

术%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感悟%探索用适当

的艺术符号表现感悟的意境和自己富有个性的创

意!葛卉老师的(就西安)工作坊立足于陕西本土文

化%结合动静*开合*刚柔等一系列对比元素的呈现%

运用渐进式的教学手法%通过节奏念白*即兴自由律

动*乐器合奏*歌唱及情境性表演等形式%将陕西地

方民俗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如皮影等#予以串联%慢

慢展开成一幅地方文化画卷%最终融合成大型表演

性作品!方曦老师(生机)工作坊将音乐欣赏与律动*

美术相结合%运用肢体律动对音乐的旋律*声部*层

次*节奏及音乐情感进行表达%把舞蹈与律动相融

合%并结合创作水墨画达成听*视*触觉统一%从而体

现感受体验表达的教学过程'该工作坊从本土化的

古代传说导入%感受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即

中国元素的国际化表达!康涛老师(八种声势的本土

化运用)*罗翼和朱晖老师(杨梅歌)*王宝珊老师(身

体节奏打击与粤语童谣)*王志峰老师(中国鼓)*徐

博强老师(奥尔夫乐器合奏
%

找蛐蛐
#

)*张坤老师

(羌族婚礼)*周志娟老师(中国壮族扁担舞)等工作

坊都是将奥尔夫教育理念与中国各民族文化中的童

谣*诗词*民歌*民俗等相融合%进行本土化发展%令

人耳目一新'

此次大会立足奥尔夫原本性教育的本土化*人

本化*民族化发展%以开放的视野*丰富的研讨内容

和多样的研讨形式%为在场的艺术教育工作者搭建

了一个高端*专业*开放的学习交流平台%也为我国

开展原本性艺术教育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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