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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教学法这是一种先进独特的音乐游戏教学

法，它是以节奏音乐为基础，从音乐节奏元素入手并进

行各种音乐游戏教学，把音乐歌唱、语言、律动、动作、舞
蹈、器乐等等元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目前孩子们熟悉

和喜爱的本土民歌、歌谣和地方舞曲为素材，运用孩子

念儿歌、做音乐游戏、拍手、拍腿、跺脚等多种看得见的

音乐形式，使用各种音色鲜明、节奏突出、易于掌握、便
于即兴练习演奏的乐器， 让每个孩子真正参与其中，使
之成为一种能听、能看、能直接感受的音乐。本课题融入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音乐课堂中融合了闽南本土音乐

进行教学，通过案例分析，达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闽

南本土化的过程。
奥尔夫教学法还提出“节奏第一”观点，为此我们结

合闽南本土音乐文化，如闽南童谣、闽南民歌，民间音乐

等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着重关注孩子在嗓音活动、动作

活动、乐器活动三个方面的活动情况，我们首先从节奏

入手，关注音乐节奏训练的有效策略。
一、嗓音活动

（一）诵读歌词，体会语言节奏

语言进入音乐课堂，是奥尔夫体系独特创造。 从母

语出发，关注本土语言，乡音乡言是孩子最适合的开端。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让我们了解在小学低段以本土方言

为开端，学习闽南歌谣是适合孩子学情。
奥尔夫在音乐短句教学法中经常提到“节奏基石”，

意思就是指短小的语言和带有一定音乐节奏意味的字

词所组成的有节奏性的短句，通过简单音乐节奏短句教

学训练，进行教学。平时我们在教唱闽南歌曲前，都会让

孩子先按照节奏诵读歌词，以有节奏诵读歌词作为教学

切入点，通过语言诵读，让孩子对整首歌曲的节奏有个

整体把握，同时也让学生在学习旋律时能大致解决节奏

问题。如：从闽南方言的节奏入手，我们将闽南话独特发

音结合奥尔夫节奏教学，引入《一只鸟仔》《天黑黑》《月
亮月光光》等闽南童谣，让孩子从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

中学习节奏划分，进行节奏拍打训练。在这里，还需要特

别注意本地方言口音，可以使用音标标注法，帮助孩子

巩固强化相对标准的闽南口音。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语

言节奏的强化教学。
（二）情境表演，感知歌唱节奏

在教学闽南歌曲《烧肉粽》时，我们把整首歌曲当中

最难的附点节奏选取一整句出来，在情境导入环节，老师

扮成卖肉粽的小贩挑着担子四处走街串巷，边走边叫唱，
边走边吆喝这整个乐句，画面十分诙谐有趣！ 老师这里

做出极好的人声即兴编创示范， 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
并充分利用上课前的十五分钟黄金时间，一步到位地突

出乐曲的节奏重点，突破附点难点，效果很好！ （附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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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教学闽南童谣《十二生肖歌》时，老师首先

以生肖属相导入，让孩子戴着十二生肖头饰随音乐分角

色出场，最后再进行接龙式演唱表演，感知整首乐曲的

歌唱节奏。孩子最喜欢吃啦！闽南风味小吃是多种多样，
有土笋冻、海蛎煎、炒米粉、烧肉粽、芋圆、春卷、炸菜粿

等等。 孩子们平时都有吃过，但不一定知道这就是闽南

风味小吃。 在教学闽南歌谣《人客里面坐》时，我们结合

童谣“一的请你葱，二的请你菜，三的锵锵滚，四的炒米

粉”，先让孩子对闽南小吃有初步印象后，老师再因势利

导，设置出《闽南古早味小吃店》开张场景，希望能和孩

子们一起到小吃店品尝小吃。 但有个条件：要让孩子先

学会唱这首歌谣后才能品尝！老师已经把准备好的小吃

编成一首歌谣，歌谣名字就叫作《人客里面坐》，等揭示

课题后，孩子初次聆听音高，体会节奏，并比较歌谣和之

前学过歌曲的不同点（是用闽南语演唱），知道歌谣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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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闽南小吃，老师再逐一出示歌谣出现的蚵仔煎、米粉、
菜粿、面线糊、醋肉等食品模具，让孩子对歌谣食品有直

观形象感知。
二、动作活动

（一）声势动作，练习节奏

用各种声势动作进行基本节奏训练是奥尔夫教学

法的重要内容， 声势就是可以发出声响的人体各种姿

势。它集各种动作、节奏、演奏于一身，是用声势的拍手、
拍腿、跺脚、捻指（或弹舌）等动作进行基本的节奏训练。
我们也可以根据教学的要求进行相应改编、变化或编配

动作。 如在教学闽南歌曲《烧肉粽》时，这是一首带有故

事背景的闽南民歌，我们除了设计故事情境表演，按节

奏诵读歌词，从语言节奏体会歌曲附点音符外，还创编

灵感来自闽南本土舞蹈《拍胸舞》的声势动作：全曲以两

个小节八拍为一个乐句，从上到下，双手先在胸前合击

一掌两拍，再左右各拍一下胸部，接着左右同时夹两下

手肘，最后左右各拍一下大腿，身体左右摇晃，双脚随节

奏左右跺脚， 并以这组基本动作在开头配上闽南民歌

《甩葱歌》做热身律动，最后在学唱《烧肉粽》歌曲后，循
环反复进行声势表演，在基本动作的基础上，孩子还可

以自由加入绕圈、耸肩、蹲步、颤头等动作，一对一或二

对二，三三两两即兴起舞都可以。 又如在教学闽南童谣

《十二生肖歌》时，老师让戴着十二生肖头饰的孩子分角

色表演，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从头顶拍手到脚底跺脚

六个生肖为一轮， 设计了两轮声势动作进行即兴表演，
增加了声势训练的趣味性，轻松愉快，童趣盎然。
（二）体态律动，看见节奏

奥尔夫受瑞士音乐教育家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的

启发与影响，让孩子把身体器官作为乐器，把自己所听

到音乐再现出来， 通过模仿身体动作体验和培养节奏

感。通过肢体律动让孩子懂得节奏、韵律，了解音乐这种

语言。在闽南音乐课堂，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肢体律动，激
发想象创造。通过联系日常生活，模仿肢体动作，设计拍

手、拍腿、绕圈、跺脚、耸肩等动作，孩子们和着音乐、唱
着歌曲做肢体律动，学得开心主动，感受童谣乐趣。学习

《一只蟳仔八支脚》时，孩子唱到开心和兴奋处，就都七

手八脚跟着歌词比划起滑稽动作，不由自主按着自己的

感受和体会，想象编配起简单的律动来。
（三）歌舞表演，表现节奏

歌舞表演就是在歌曲演唱中配以简单形象动作，进
行集体或个人表演。闽南童谣中有很多歌曲或欣赏曲都

适合表演。 课堂可教给学生基本表演动作，鼓励学生大

胆创编动作演一演。 比如，《闽南童谣真正港》是一首耳

熟能详、优美动听的歌谣，我们让孩子穿上稚气十足的

短肚兜，戴上特具闽南风情的斗笠帽，开心活泼地边唱

边舞，孩子们生动美丽的笑脸，流露在眉间、眼神中、嘴
角间的喜悦把观众带入如诗如画意境中。 《月亮月光光》

是一首优美的闽南童谣歌曲，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情感

悠远绵长，展示一幅夜晚宁静的田园风景画，抒发海峡

同胞对闽南家乡亲人无尽的思念之情。 教师在教学中，
我们要正确引导学生通过对音乐形象的理解，用优美而

深情声音唱这首歌。闽南童谣《大块呆》是首诙谐幽默的

歌谣，我们制作形象生动的图谱、图片等表演道具，通过

表演， 把大块呆傻愣愣的诙谐场面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又如在教学闽南童谣《十二生肖歌》时，我们让学生面对

面站成同心圆合作表演，由于有同伴，学生能更好地学

习同伴表演动作， 创造性地把自己拍手编成两人对拍，
增强同伴表演趣味性和合作性。

三、乐器活动

（一）乐器伴奏，体验节奏

奥尔夫教学法注重器乐教学，主要有打击乐器和音

条乐器两块，结合学校开展少年宫实际情况，我们在教

学《烧肉粽》时，老师融入演奏乐器葫芦丝吹奏歌曲主旋

律，为孩子提供部分打击乐器，让孩子自由选择，最后全

班分为男生女生两组，一组加入响板和双响筒，另一组

加入沙球，对歌曲辐以伴奏。这样，通过人体乐器的声势

律动和打击乐器敲击伴奏的完美结合，一个简单的小型

乐队初具雏形。 一首原本悲情版的《烧肉粽》，在大家创

意改编下，老歌新唱，变成一首动感十足、摇滚乐版的

《烧肉粽》。 在教学闽南童谣《西北雨直直落》时，我们将

竖笛和口风琴等演奏乐器融入其中，加入锣鼓等打击乐

器辅助伴奏，节奏鲜明，也很好听！ 在欣赏闽南童谣《正
月点灯红》《听讲古》《人客里面坐》等古典民谣时，也可

巧妙运用南音打击乐器双铃和响盏和打击乐器三角铁、
串铃等伴奏，让民谣更加明朗欢快，彰显闽南本土音乐

文化的特色。 又如在教学闽南歌谣《羞羞羞》一课时，这
首歌音符都在八度音阶上， 我们通过奥尔夫教学法，从
奥尔夫八音按钟入手引入课题，设计“唱反调”、节奏游

戏、演奏接龙唱曲谱、对比聆听、小小作曲家创编旋律等

音乐游戏环节。 采用律动、合奏、游戏等等综合手段，进
行直观教学，让孩子在喜闻乐见的音乐实践活动中探索

实践、编创感受音乐。
（二）乐器演奏，重现节奏

在奥尔夫音乐教学体系中，器乐是学习音乐的重要

手段。 让学生使用奥尔夫乐器表现节奏，可以较快提高

节奏感，尤其是低年级孩子好奇心强，使用奥尔夫乐器

教学可以有效吸引注意力，满足好奇心，让课堂教学变

得更加有趣。 比如在欣赏《扒龙船》这首歌后，我们除了

让学生用耳聆听、用口演唱来欣赏感受童谣旋律，还让

学生用上各种打击乐器：响铃、沙锤、双响筒等进行配乐

演奏。 又如在教学《人客里面坐》这首闽南歌谣时，整节

课的创编环节，我们通过选择木鱼、沙锤、串铃、手鼓等

乐器对歌曲进行了简单的小型乐队演奏。
（下转第 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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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7页）
四、创编游戏，再现节奏

借鉴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理念，可把音乐、节奏、游
戏三者结合， 让孩子在兴趣盎然的游戏中感受多种节

奏，再现节奏，提升节奏感。 如在教学闽南歌谣《人客里

面坐》时，我们以游戏“玩转盘”引入，老师轻轻拨动转

盘，转盘飞速转起来，当转盘停下时，指针就会指向盘中

任意一样闽南小吃，孩子再用闽南语按节奏把小吃名称

说出来。
我们还通过引导孩子模仿生活各种常见声音掌握

二八、前八后十六、小附点、大切分、三连音等基本节奏

型。让孩子玩《拉个圆圈走走》《拍手舞》等简单易学的游

戏，设计有情节的表演游戏，如《天黑黑》《扒龙船》《火金

姑》等，还加入手绘图谱和用彩带画旋律线等直观可视、
易操作的游戏手段来掌握节奏。

综上所述，通过奥尔夫教学法在小学低年段闽南音

乐课堂的教学实践，我们尝试运用诵读歌词、情境表演、
声势律动、敲击乐器、创编游戏等看得见的活动对孩子

进行音乐节奏的训练， 从而让孩子直观看见音乐节奏，
提升课堂教学实效性。

参考文献：
[1]李妲娜.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实践[M].上海教育

出版社，2002.
[2]奥尔夫.为儿童的音乐[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3]杨立梅.走向未来的音乐教育[J].海南出版社，

2000.
[4]王丽珍.论闽南童谣的传承与发展[J].群文天地，

2011（4）
[5]杨亦迦.浅谈闽南乡土音乐进入小学课堂的教学

策略[J].当代音乐，2016.
[6]李珊珊.浅谈奥尔夫音乐教学与本土化的实践应

用[J].科技展望，2015.2.

小差。
……
师：那么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班级为什么没有评上

优秀班级吗？
生 1：我知道有一次是因为我们班有同学早上进校

的时候迟到了。
生 2：有同学没有按照学校要求统一穿校服。
生 3：没有正确佩戴红领巾。
生 4：随意摘了校园花圃中的花。
……
师：是呀，我们的班级中也有不文明的现象，那么要

消除这种现象，就需要有班级规则。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

探索一下班级生活中要遵守哪些规则吧。
……
师：我们制定出了自己的班级规则，那么在接下来

的班级生活中， 我们都要以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要求自

己，做遵守规则的文明少年，争取获得更多属于班集体

的荣誉。

基于这一教学过程，教师立足于道德与法治教材内

容，抓住学生班级生活中的小事进行法制教育，那么他

们也会形成良好的制度意识，从小事做起，逐步内化其

法制观念[2]。
五、总结

小学阶段的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包含着大量的生活

化素材，并且很多教学内容都是在引导学生如何正确地

处理学习与生活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与冲突，此时教师

则可以积极地利用好这些生活化素材开展生活化教学，
一方面促使学生在贴近生活学习实际的教学内容中获

得更多的思考， 促进其对于道德与法治知识的内化吸

收；另一方面教学内容与生活的相互融合，在生活化教

学模式下，法制渗透则能够润物细无声。
参考文献：
[1]宋玉萍.基于生活化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策略

研究[J].读写算，2019(14)：137.
[2]于虹.生活化教学法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的

应用[J].名师在线，2018.

（上接第 169页）
第三，在成果评价方面不单出以分数为主导，而是通过

项目实践，利用企业化或项目化的评价眼光去给到学生

较为综合的评价意见，引导其发现自身能力不足，再通

过进一步实践弥补不足。 第四，通过企业的实践指导更

生动的开展教学思政，思政元素与实践内容结合更加紧

密，针对产品设计专业，可在工匠精神、设计师道德等多

角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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