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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教育改革额深入，中职幼儿保育专业教学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此

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奥尔夫音乐课程教学是当前极具影响力

的教学系统，它在世界范围内都有较为领先的音乐教学思想，深受教育工作者的青睐。奥尔夫音乐教学法主要是指在教

学中以儿童为中心，通过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调动儿童的积极性，使其更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音乐知识的探索与学习

中，能够满足不同儿童的心理学习特点。奥尔夫音乐教学理念能够顺从儿童的发展天性，对于提升育人效果意义重大。

鉴于此，本文将很对中职保育专业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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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al reform, teach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arly childhood care 

programs should be further optimized. Teachers need to actively introduce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teaching methods to better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strength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improve educational outcomes. Orff music curriculum teaching is a 

highly influential teaching system with leading music teaching ideas worldwide, favored by educators. 

The Orff music teaching method mainly focuses on children in teaching, using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to mobilize children's enthusiasm, making them more active in exploring and learning music 

knowledge, and meeting the psychological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hildren. The Orff 

music teaching concept conforms to children's natural development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educational effect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Orff music curriculum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arly childhood care programs and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by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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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意义与特征

（一）实践意义

音乐是学生展现自己情感的重要途径和窗口，通过在中职幼

儿保育专业中引入奥尔夫音乐课程实践，可以大幅提升学生的音

乐知识掌握情况，让他们在之后的幼儿教育中展开更高效的教育

活动，从而助力幼儿获得更长远、全面发展。[1]不仅如此，将奥尔

夫音乐课程引入到中职幼儿保育专业教学实践中，可以让学生学

会更多情绪表达的方法，这样对促进他们学习能力、思维能力、

想象能力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

还可在无形中让学生的认知情绪、情感体验等得到进一步提升，

这对他们未来展开保育工作意义重大。

（二）奥尔夫音乐课程的特征

奥尔夫音乐课程本身有很强的趣味性特征，这也是它能对幼

儿产生较强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对于幼儿来说兴

趣是他们学习音乐知识的最好老师，良好的兴趣能够让学生形成

较高水平的知识探索主动性，让他们在探索音乐知识的过程中感

受到快乐，从而帮助其形成较为主动地态度，大幅提升了他们对

音乐知识、技能的吸收效率。[2]奥尔夫音乐课程的本质是为学生提

供更广阔、自由的知识探索空间，通过实施奥尔夫音乐课程，教

师可以在教学课堂中融入不同的元素和内容，这样可以极大丰富

实际教学工作的内容，让学生能够对所学知识产生更深入思考。

通过在保育专业教学中实践奥尔夫音乐课程，可以进一步促进孩

子的脑部发育，让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身体协调能力、创新实

践能力等得到进一步发展。[3]不仅如此，通过组织他们展开合唱活

动，还可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这样除了可以加深学

生对音乐作品的理解深度，还可提升他们对于优质作品的鉴赏能

力，促使其音乐素养进一步发展。



职教前沿 | FRONTIER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030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二、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重要性

现阶段，我国很多中职保育专业教师在展开育人工作时，仍

会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在音乐课堂上，他们通常是先为学生讲

解音乐理论知识，而后带领他们展开演唱练习，这样虽能在一定

程度上帮助学生掌握一些知识，但是并不利于对学生学习主动性

的激发，还会影响他们创新能力、审美能力的进一步发展，阻碍

了学生良好学习兴趣的生成。[4]通过开展奥尔夫音乐课程实践，

可以对中职保育专业教学形式、内容的有效拓展与延伸，让学生

的音乐知识探索效率进一步提升，让他们能够在课堂上收获更多

知识内容，这样对他们的兴趣提升、知识体系完善有极大促进

作用。

三、当下幼儿保育专业音乐教学存在的弊端

（一）教育资源使用不充分

针对当前的教学环境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很多教师在展开育

人工作时，存在一定的教育资源使用不充分的情况，这样会对中

职幼儿保育专业教学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展开音乐教学

前，很少有教师能对学校的音乐教学资源展开合理拓展与延伸，

这样会阻碍学生良好音乐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5]在幼儿保育专

业教学中，教师必须要为学生提供各种类型的音乐资源，这些资

源的合理应用可以让学生的音乐感知能力、情感体验能力得到进

一步发展，激发学生的音乐知识探索兴趣。

（二）忽略了情绪情感

在以往的保育专业音乐教学中，很多教师会过于关注学生对

于音乐技巧的掌握，忽视了对于音乐情感的体验，这样会导致其

在之后展开幼儿音乐教学时难以产生较强的情绪共鸣，从而极大

影响音乐教学质量提升。[6]在以往的音乐教学实践中，一些教师会

希望学生尽快完成音乐知识的学习与探索，对于音乐作品中蕴含

情绪的研究不够深入，这样会对实际的教学质量提升产生很大阻

碍作用。[7]一些学生在了解歌词内容后，教师会开始主导学生练习

演唱，忽视了学生对于音乐素养的提升，导致他们难以形成较高

的学习兴趣，从而极大影响了幼儿保育专业音乐相关课程的教学

质量提升。

四、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奥尔夫音乐课程实践的关键点

（一）应当注重创造性培养

奥尔夫音乐课程在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这也是这一教育模式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教师在展开幼儿保育

专业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时，应重视对学生音乐创意的激发，

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感受到所学知识中蕴含的生命力。[8]通过将

奥尔夫音乐课程实践到教学中，能够让学生更好地在音乐的世界

里自由地探索，学生的音乐表达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他们

的技巧、情感也会变得更为完美。

在实际的中职保育专业教学中，奥尔夫音乐课程课程并不会

过分强调音准的准确，也不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各类技法，它

更倾向于培养学生的即兴演唱能力，尤其是对于保育专业的学生

来说，若是能够具备较强的即兴演唱能力，可以让他们在之后的

工作中开展更为高效地音乐教学活动。[9]通过奥尔夫音乐课程实

践，可以大幅提升学生的创造性，让他们能够对音乐知识展开更

为自然、原始的探索，这也是让学生在音乐海洋遨游的关键。

（二）应当注重参与性培养

奥尔夫音乐课程实践的重点之一便是参与性，通过让学生积

极投身到音乐活动中，能够让音乐知识与人体的动作结合，让学

生能够更为直观、生动的表达自己的感情，从而实现与音乐作品

的情感共鸣，培养出更强的音乐自我感受。通过将奥尔夫音乐课

程实践到中职幼儿保育专业中，可以让学生实现更高水平的肢体

与情感共鸣，让学生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10]动作与音乐的

结合是学生表达人类情感最直观的方法，也是奥尔夫音乐课程实

践的重要目标。通过此方式，可以让学生更为深入地体验音乐的

魅力，让学生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让音乐能够获得更自由

地表达，让学生能够探索更多无限的可能性。

（三）奥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基本方法

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和我国当前教育工作的理念保持高度

的一致性，都是强调以人为本，它要求学生在学习音乐知识时要

全身心投入进去，这样才能让学生更为深入地感受到所学知识的

魅力，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音乐实践能力、艺术素养。[11]另外，

奥尔夫音乐课程实践可以激发教师改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

容，教师可以更好的将专业课程与音乐知识融合，通过跨学科的

方式提升不同专业音乐教学的综合水平，让音乐教学为学生的发

展提供更强的促进作用。

五、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策略

（一）利用教学主导作用强化学生主体地位

 现阶段，针对中职幼儿保育专业的教学工作展开分析可以发

现，很多学生缺乏规范化、系统化的音乐教学背景，学生在进入

学校前，并没有经历过相关的艺术能力培训，这样会对他们的音

乐能力提升产生很大阻碍作用，很多学生之所以选择保育专业是

因为对幼儿教育的热爱，他们缺乏必要的能力与技巧。[12]但是，

若是缺乏必要的音乐基础、音乐技能，将会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产

生很大影响。为此，教师可以尝试将奥尔夫音乐课程应用到中职

幼儿保育专业教学中，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提

升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丰富度，让他们结合奥尔夫音乐课程内容

展开更深层次的知识探索，教师也可以结合学生的需求，为他们

制定一个更为合理、科学的教学计划。

随着奥尔夫音乐教学工作的不断深入，教师可以看到它对不

同学段学生的音乐学习活动产生了较为深入地影响，尤其是幼儿

保育专业的学生更是收获良多。教师在将奥尔夫音乐课程实践到

幼儿保育专业时，要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展开分析，保证课程内

容与学生需求的契合，这样可以为学生营造一个更为优质的学习

环境，提升其学习兴趣，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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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发音乐学习兴趣

在中职幼儿保育专业教学中，教师应重视对学生良好学习兴

趣的激发和拓展，这也是他们之后展开更深层次知识学习的基础

和前提。为此，教师可以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为他们选择适合

的奥尔夫音乐课程内容，让他们在音乐实践探索中完成知识体系

的建设。此外，教师还可为学生设计一些优良的课堂活动，让学

生在活动中生成更强的知识探索好奇心，让他们在良好的氛围中

完成对于音乐知识的学习。[13]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主要是为了

培养学生的音乐兴趣和他们的接受能力，从而让学生形成更好的

学习体验，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发出不同的声音，让他们以此获得

音乐直观体验。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学到更多音

乐知识、技能，还可答复提升他们的身体控制能力、节奏能力，

让学生的音乐创造力、感知力等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融合艺术才能，提高音乐素质

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实践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有非常显著

的作用，教师在展开中职幼儿保育专业教学工作时，应充分考虑

学生的兴趣特点、知识储备、认知能力等因素，将理论知识与实

践教学更充分融合，这样可以让学生的音乐艺术才能得到进一步

发展。[14]另外，学生可以结合教学内容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表现

自己，以此加深对音乐的感受和理解水平，教师则可以利用多种

方式展开音乐教学，让音乐元素合理融入一些故事中，让音乐知

识和其他艺术形式充分融合，让教学工作变得更为丰富、多样。[15]

通过此方式，可以大幅提升中职幼儿保育专业教学效果，让学生

在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还能获得更全面发展。

六、总结

综上所述，为进一步提升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奥尔夫音乐课程

的实践效果，教师应明确奥尔夫音乐课程的内涵、意义以及教育

活动中现存的问题，而后方可寻找一些中职幼儿保育专业奥尔夫

音乐课程的实践策略，以此助力学生获得更长远、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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