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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prim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
terest and hobbies in music, and to improve their music literacy and aesthetic 
ability.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usic teaching method is limited to explana-
tion and demonstration, lacking inter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and it is diffi-
cult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and attention.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music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current music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
bility of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prim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This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mbin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ff’s music teach-
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
plication and effect of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Uku-
lele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The results show that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can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interactive, participatory and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method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we also find that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and solved. In 
summa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through the ap-
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in prim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We can find that prim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nee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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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ized, interactive and participatory education 
methods, and fully mobilize students’ interest, initiative and initiative,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 and significance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and 
continue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of ele-
mentary school music education. 
 

Subject Areas 
Art, Arts Education, Demography 
 

Keywords 
Orff’s Music Teaching Method, Elementary School Music Classroom,  
Ukulel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1.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1.1. 教学原理 

奥尔夫教学法的基本教学原理是从音乐产生的本源和本质出发，“诉诸

感性，回归人本”[1]。奥尔夫教学法的实际应用方法是十分丰富多样的，它

可以将语言、舞蹈、动作、歌声进行任意组合，每次都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

课堂。舞蹈、动作的加入也让学生通过肢体语言去感受音乐，学习音乐，记

住音乐。这对一般的低龄段学生而言，是一种十分新奇有趣的体验，可以极

大地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1.2. 理论基础 

奥尔夫音乐教育法起源于德国，是由卡尔·奥尔夫(Carl Orff)在二十世纪

初期创建的一种音乐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他的音乐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是音

乐心理学和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的结合。首先，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主要来自音乐心理学。奥尔夫深入研究了儿童的心理特点，认为儿童最初接

触音乐时，应该通过感觉、经验和实践来学习。在儿童音乐教育中，应该注

重情感、感知和表现，而不是过度依赖理论知识。[2]其次，奥尔夫音乐教学

法的理论基础还来源于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奥尔夫反对传统的“填鸭式”教

育，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自我实现。他认为，儿童的学习过程应该是一种自

我发现、自我创造的过程，应该尊重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发挥学生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最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理论基础还与教师和家长密切相关。

奥尔夫认为，教师和家长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应该发挥积极作

用，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1.3. 发展历程 

奥尔夫音乐教育法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初期的“魔法笛”时期。[3]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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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奥尔夫着重关注孩童的情感体验和自然表达，以游戏为媒介，让孩子

们通过自己的感官和身体去感受音乐。 
第二个阶段是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中期的“合唱和室内乐”时期。在

这一时期，奥尔夫认为音乐是在交流和互动中产生的，只有在集体的音乐活

动中，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和感受。所以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音乐教学法，把

主要精力放在了合唱和室内乐方面。 
第三个阶段是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的“偏重古典音乐”的阶段。在这一

时期，奥尔夫的注意力转向了古典音乐，并开始发展一系列适用于古典音乐

教学的方法和教学步骤。在这个时期，奥尔夫音乐教育法也开始在全世界范

围内广泛应用，并在多个国家建立了奥尔夫音乐教育研究所和机构。 
总之，奥尔夫音乐教育法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其理论和实践的可行性。

今天，奥尔夫音乐教育法已经成为了全球最主流的音乐教学方法之一，它已

经推动了音乐教育、儿童教育的发展，对音乐、文化、教育领域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 

1.4. 教学特点 

1) 合作性强 
这是奥尔夫音乐教育法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将

不再是孤立学习，而是学习通过与他人进行团队合作，实现既定的目标。这

种方式能增强学生的互动性、感受性和参与性，有效促进音乐素养的发展。

教师可以通过设计“集体演奏”等活动，来强化学生之间的交流与配合。 
2) 系统性强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它从音乐素养的培养出

发，强化学生在音乐领域的表达能力和交流能力。[4] 
3) 可持续性强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不仅注重学生临时的学习效果，更加注重学习成果的

保持和延续。在奥尔夫音乐教学中，教师们持续关注学生的学习进程，精心

设计不同的课程内容，不断提升学习内容与阶段性、主题性的贯通性，并不

断更新教育资源，从而提高课程的可持续性。 
4) 适应性强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音

乐水平的学生的需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基础、需求和兴趣，有针对性地开展

教学。 
5) 艺术性强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将音乐艺术性作为教学的核心，教育学生如何在音乐中

感受美的艺术，跨越语言、文化、宗教等差异，在音乐中实现精神上的交流。 

2. 尤克里里的基本演奏技巧及其在民族乐器中的创新 

2.1. 尤克里里基本演奏技巧 

在尤克里里的演奏技巧中，最基本的是和弦演奏。和弦演奏，是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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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几个琴弦，并且保持手指的形态不变，一起弹奏。尤克里里的和弦分为

三种基本类别：大调、小调和七级和弦。大调和弦中包括了 C、D、E、F、G、

A、B 七个调，可以说是尤克里里和弦的基础。小调和弦是和弦的调性变换，

是在大调和弦的基础上将中间三个和弦变成小和弦。七级和弦则是自变和弦，

这种和弦在许多音乐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 
此外，尤克里里的演奏还包括了琴面指板的指法，也就是说不同的按弦

方式会在琴面上形成不同的组合，并产生不同的音调。尤克里里的琴面指板

指法相对简单，适合小学生初学者上手。 

2.2. 尤克里里在课堂中应用于传统民族乐器中的创新 

尤克里里，发明于葡萄牙，却是夏威夷盛行的民族乐器之一，因外形像

印第安纳琴而得名。它有 4 根弦，在音色上偏柔和，是一种简单易学、便携

性强的乐器，既能弹唱，又能配合演唱。歌唱的音区并不是很高，适合各种

年龄、各种嗓音条件的人，尤其适合小学生学习。于学校教师而言，如若学

校选择这类乐器进行培训，让参训教师在技能学习上没有心理负担。 
具有大众普适性特点的乐器除了尤克里里，还有传统的民族本土乐器：

竹笛、葫芦丝；口风琴、口琴等也是众多学校选择作为课堂学习的乐器之一。

民族乐器作为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与尤克里里等一众西方乐器相较价格同样

合适也容易上手，甚至对于中国的音乐教师来说，她们对民族乐器的了解更

多。而《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要了解不同民族的音

乐传统，热爱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学习世界其他民族的音乐，理解音乐文化

的多样性。”[5]小学音乐课堂可以选择葫芦丝等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乐器，也

可以选择尤克里里这样的西方乐器。这既有利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也有利

于课堂内容的创新。 
尤克里里等西方乐器与传统民族乐器是共同进步发展的状态，它在文化

背景上与中华文化有一定相融性。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展示尤克里里与多种乐

器搭配出不同音乐效果，从而产生丰富的表现力。例如，口琴、口风琴、竖

笛、陶笛、手风琴、葫芦丝、二胡、琵琶、中阮、钢琴、非洲鼓、小铃鼓等

中外乐器都可以与尤克里里一起搭配表演。由于具有极强的弹拨乐音色，尤

克里里既可以演奏西方经典乐曲，也可以演奏中国传统经典乐曲；既可以演

奏《茉莉花》《渔舟唱晚》等旋律性乐曲，也可以演奏《掀起你的盖头来》

《青春舞曲》等节奏感极强的作品，还可以演奏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美抒情

类的爱情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在讲课过程中，尤克里里和其他乐器

的现场合奏表演环节可以起到很好的文化普及效果，为每个参训教师提供

“乐器进课堂”的多元化选择。[6] 
综上所述，尤克里里是一种适合低龄学生学习的简单易学、便携性强的

乐器，在课堂教学中应加以推广。 

3. 尤克里里结合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课堂中的应用 

3.1. 当前小学课堂应用乐器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首先，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对于小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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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习非常有效。通过利用各种乐器和音乐游戏，奥尔夫音乐教学法能够

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能力，并且提高学生们的集体合作精神。此外，

该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参与性，通过让学生有机会创造自己的音乐和演出，提

高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能力。 
其次，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也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使用乐器

的成本较高，会增加学生的课外经济负担。[7]同时，教师需要有一定的乐器

演奏和指导经验，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较强的授课能力。此外，该教

学法也需要比较长的课堂时间，往往需要在连续的几节课中才能完成一个完

整的音乐项目。 
综上所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实践经验丰富，具有

很高的应用价值。尽管该教学法存在一些问题[8]，但通过正确地运用该教学

法和改进措施，可以发挥其最大的教学效果，从而提高小学生的音乐学习和

表现能力。 

3.2. 针对现有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奥尔

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还存在不少问题[9]，需要我们关注并提出具

体的改进措施。 
首先，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应该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10]例如，可以采用情境模拟的方式，给学生几

个不同的和弦，让学生设计不同情境，用尤克里里弹奏不同和弦去模拟生活

中会碰到的各种声音，进行身体动作与乐器以及歌曲配合的练习。 
其次，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

力和表达能力。例如，在教授一首歌曲时，可以采用唱出-打响指-挥手舞蹈

等方式，让学生用身体的节拍去逐步感受歌曲的情感表达。 
此外，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精神。[10]例如，在合唱练习中，不需要拘泥于常规练习，可以采用分组对

抗或小组合作的方式，鼓励学生相互合作，一部分为歌曲用尤克里里弹奏简

单和弦进行编配，一部分进行演唱，共同完成一个音乐作品。 
综上所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改进措施还有很多，

需要我们不断地尝试和实践。希望在今后的小学音乐教育中，奥尔夫音乐教

学法能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学生的音乐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做出更

大的贡献。 

4. 总结与启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不断提高，音乐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

发展机遇。虽然本文探讨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对尤克里里

的应用与实践，但在未来的研究中，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深入探讨。 
首先，可以从尤克里里演奏技巧的教学和训练方面入手，通过对不同年

龄段和不同程度学生的调查和分析，确定最佳的教学方法和策略，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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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以从尤克里里音乐的创作和演绎角度入手，通过对现有的尤克

里里音乐作品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总结出有效的演奏技巧和表演技巧，

并结合实际教学进行验证和应用。 
此外，还可以从多元文化和创新教育的角度，探讨如何将奥尔夫音乐教

学法与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等紧密结合，开发出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多元文化

价值的小学音乐教育课程和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创新和创造力。 
总之，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还有很多，需要在实际教学和研究实践中

不断探索和发现，为小学音乐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本研究结果表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尤克里里教

学中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效果。通过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将尤克里里引入音乐

课堂，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乐器技能水平，而且能够促进学生对音乐的理解

与欣赏。 
第二，通过本次研究还发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组

织和设计音乐课程。在课程设计上，教师可以根据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提供的

思路和方法，更加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尤克里里在音乐教学

中的多重作用。 
第三，本次研究的实践证明，学生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音乐课堂上的

应用反响良好。在课程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逐渐爱上了这个小型乐器，通过

学习与演奏，不仅提高了音乐素养，而且感受到音乐的美妙。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尤克

里里教学中具有实用性和有效性，有望在未来更广泛地应用于小学音乐教育

中。[8]同时，相关从事艺术教育的学者可以针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应用进

一步深入研究，以优化教学效果和提高尤克里里在音乐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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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小学音乐课堂对尤克里里的应用与实践 

摘要：小学音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爱好，提高其音乐素

养和审美能力。然而，传统的音乐教学方法局限于讲解和演示，缺乏互动和

参与性，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因此，如何提高音乐教学效果成为

了当前音乐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奥尔夫音乐教学

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应用与实践，探讨其对尤克里里教学的有效性和可行

性，以期为小学音乐教育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资料分析

法和实地观察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教

育中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并结合对小学生的调查和访谈，探究其对尤克

里里教学的应用效果及影响因素。本文探究了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对于小学音

乐课堂中尤克里里教学的应用和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可

以通过互动性、参与性和个性化的教育方式，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有

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同时，通过本文研究我们还发现，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

小学音乐教育中的运用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尤克里里教学的

应用与实践，探讨其对小学音乐教育的启示与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小

学音乐教育需要更加注重个性化、互动性和参与性的教育方式，将学生的兴

趣、能动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意义。未

来，我们应充分发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优势，持续探索和创新小学音乐教

育的教学方式和手段。 

关键词：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小学音乐课堂，尤克里里应用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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