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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音乐教学法在特殊儿童教育康复中的应用原则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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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丰富多元的音乐活动能有效发展特需学生的音乐能力、提高他们的认知和动作协调能力，促进特

需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创造性音乐教学是指根据特需学生身体、心理的需求，围绕一个主题或素材，利用韵文、

歌唱、律动、绘本、绘画、乐器演奏、戏剧、游戏等多种艺术活动形式开展多样化的教学，促进特需学生身心的

愉悦、认知的发展、动作的协调及人格发展的丰富及圆满。本文将主要探讨特殊教育领域中创造性音乐教学法的

教学原则，为特殊儿童的全面康复与发展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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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creative music teaching method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special childre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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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ch and diversified music activities can effectively develop music ability of special needs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and motor coordination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pecial needs students' 
body and mind. Creative music teaching means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student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needs, around a 
theme or material, use rhymes, singing, rhythm, picture books, painting, instruments, drama, game art activities in the form to 
carry out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al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pleasure, cognitive, 
movement coordination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f rich and complete. This paper will mainly discuss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of creative music teaching in the special education field,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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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心理学家郭为藩为特殊儿童作如下定义：特

殊儿童系指由于某些生理的、心理的或社会的障碍，使

其无法从一般的教育环境获得良好的适应与学习效果，

而需藉着教育上的特殊扶助来充分发展其潜能的儿童。

美国著名的特殊教育学者柯克（Kirk，1983）对特殊儿

童的定义是：在心智特质、感觉能力、神经动作或生理

特质、社会行为和沟通能力方面，偏离一般或常态儿童，

或具有多重障碍的儿童。而这样偏离的情形，须达到儿

童得靠学校教育设施的调整，或特殊教育服务的提供，

才可发展其最大潜能的程度。从教育的观点看，对“特

殊儿童”的确定，是就其学习需要的特殊性而言。在此，

特殊儿童特指 0-18 岁，在认知、语言、肢体动作、社

交或情绪等方面出现任何一种或一种以上发展迟缓，

需要特殊教育服务以发展其最大潜能障碍者。 
特殊儿童是教育工作和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

之一。特殊儿童由于肢体或情绪或认知等单一或多方

面的障碍，导致其学习和发展受到诸多的限制，如何有

效地使用专业的方法促进特殊儿童发展潜力，获得更

好地发展是教育康复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在多年的实

践中，我们发现通过丰富多元的音乐活动能有效发展

特需学生的音乐能力、提高他们的认知和动作协调能

力，促进特需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柔美的音乐氛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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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特需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力量，从而提升学生

的生活品质。特教领域的先锋李宝珍老师和陈玮静老

师在前人研究和自身多年的特殊教育教学实践的基础

上，提出了创造性音乐教学法。创造性音乐教学法是指

根据特需学生身体、心理的需求，围绕一个主题或素材，

利用韵文、歌唱、律动、绘本、绘画、乐器演奏、戏剧、

游戏等多种艺术活动形式开展多样化的教学，促进特

需学生身心的愉悦、认知的发展、动作的协调及人格发

展的丰富及圆满。本文将主要探讨创造性音乐教学法

教学在特殊儿童教育康复领域中的应用原则，为特殊

儿童的全面康复与发展提供一条有效的途径。 
创造性音乐教学中，教师能掌握各种音乐元素，释

放孩子潜在的自然能量。一系列技能发展的合理设计，

循序渐进帮助孩子成长，稳妥、扎实地导向创作音乐时

的各种元素的敏锐探索，教师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循序渐进，目标指引 
教育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程序教学的教育思想，

强调对学生的正确学习效果必须给予及时地强化，以

鼓励学生继续进行学习。该思想特别强调小步子逻辑

序列和及时反馈。 [1] 这种程序教学的思想适合特需学

生的身心发展水平，特别是智力落后学生。在创造性音

乐教学中，我们对一首音乐的欣赏，都是先从原位的身

体动作进行音乐基本节奏的感知，然后再加入道具或

乐器促进对音乐节奏的感知，循序渐进地逐渐增加学

习的要求，在前一步基本达到要求后再进入下一步的

教学。 
根据程序教学的思想，在创造性音乐教学中，教师

需要全面评估，抓准孩子的起点能力，确定初始目标、

中期、长期目标。小目标、小步子教学，前一个目标没

实现时不能进入下一个更高的目标。对于不听指令的

特殊儿童，需要用孩子喜好的音乐、乐器、游戏诱导，

使其对音乐有反应；对于有模仿能力的特殊儿童，引导

其积极模仿、跟随，再到即兴创造，把握好时机。教学

环节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一次增加一个新的元素，

逐个变换活动；增加的元素可以在 A 段，也可在 B 段；

先示范再模仿。在前面的范例中，我们每一个活动之间，

基本都是按难易层级，依次展开的，前面的活动会了，

再加入后面的活动，特殊儿童就比较容易跟上和掌握

音乐的特性。 
2 种子教学，充分感悟 
遵循种子教学原则，就是以音乐种子为中心，设计

活动多元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音乐“就像一粒种子，

播种培育就可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这种发展（活动

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2]教师不是用语言解释概

念而是在音乐中体验。遵循布鲁纳的动作表征到映象

表征再到符号表征的认知发展三阶段理论，用好身体

乐器本身，活动设计先让学生的身体充分感受音乐的

结构与节奏，再加入道具，乐器最后进入；活动形式由

个体到群体，由 1 人到 2 人、4 人、群体；活动由原位

坐、站到移位的行走、舞蹈；动静结合；每种活动都诱

导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多元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通过

多样化的体验，学生会感悟到多种音乐形式背后，一致

的音乐节奏及结构特点。这个发现的过程实质是一种

体验、感悟的过程。通过这种发现感悟，有助于学生获

得知识的体系（基本结构）、学习方法，获得积极的学

习情感和态度。这种认知发现的观念，对特需儿童的学

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我们的创造性音乐教学中，

我们通过设计一环扣一环的教学体验活动，在参与活

动的过程中，引导学生感悟音乐的节奏与结构，感悟人

际合作的美好，感悟音乐的美好，感悟自己创新的成就

感。 
3 身势、动作、乐器与音乐特性融为一体，营造安

全、自由、和谐的氛围 
活动设计要突出音乐的节奏和特性，动作、乐器与

音乐特性融为一体。围绕简单的曲式结构，把声音、语

言、声势、动作、歌唱和乐器等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促

进人与音乐的合一、学生身体、感官与音乐合一。特殊

孩子通过模仿声音、动作，感受音乐的节奏与结构，感

受教师对他们的持续的爱与关注，感受同学之间的互

动与爱，打开身心，充分融入课堂，这些结构反过来创

设美好、安全的氛围让特殊孩子全身心、自由自在地参

与进来，螺旋式建构发展，无须把追求成功所带来的压

力看得过重，有智慧地自然面对，应确保每一水平上直

接获得其音乐成就。 
4 从“教师的模仿”到“学生的创造”，做到教师

引导与学生主体的结合 
教师引导与学生主体的结合，留有学生个性和创

造性发挥的空间。人本主义强调学习的基本原则必须

是尊重学生，重视他们的意愿、情感和观念；必须相信

人能教育自己，并认为学习就是个人潜能的充分发展，

是人格的发展；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地尊重、信任学

生，为学生创造一种真诚、关心、理解的气氛，起到“助

产士”与“催化剂”的作用[3]。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建构的过程。“知识建构”的过程是

学生的认知结构与认知策略、经验方式与情感态度发

生积极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发展和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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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建构”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学生学习的辅导者

和合作者。[4]因此，在我们的创造性音乐教学中，教师

常常会让学生感受音乐的基本节奏后，设计自己喜欢

的动作、画出自己对音乐的感受，然后再根据音乐结构

进行小组合作创编，充分地发挥教师的引导和学生的

主动建构的作用；我们的活动从热身、发展到总结回顾

或安静活动，从动作的模仿到自己的创意，都是引导学

生全身心参与的过程，使学生能从心底真正感受到音

乐本身的内涵和快乐。 
所有课程都遵循一个基础性的连续统一体：从“教

师的模仿”到“学生的创造”。不断寻找新的途径；有

时温故也能知新，也会比以前做得更好或更新，在平凡

的生活中发现新的创意和想法，音乐魔法箱中永远涌

现不断地惊喜，这种能力亦称作创造力。教师应用学生

的方式去尝试和修正，而不是用教师自己的方式强加

给学生，教与学是互相学习和吸收的相生过程。犹如空

杯，越开放能量越多。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能力要

求调整适宜的活动，提供大量学生创作和即兴的机会。

在给学生开放的过程，学生之间的合作与创造力得以

充分地发挥，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得到新的拓展，从而真

正体现创造性音乐教学法的创造性。 
5 结构稳定，增强学生的安全感 
特殊儿童的心理安全感常常不足。在我们给特殊

儿童的音乐教学中，我们都遵循这样的教学基本流程：

热身-引入主题-多样化练习-即兴-小结和记录时间。每

次教学都要有热身活动，打开身体，联系彼此。多样化

地练习可以是唱歌、声乐活动、声势、乐器演奏、舞蹈、

律动、倾听、欣赏、韵文、绘本、绘画、戏剧、游戏。

每次教学都要留有学生自主探索和即兴的机会，让学

生释放身心；留有放松、回顾与总结的时间，引导学生

去回顾整个过程，提炼自身对音乐的感悟。这种相对结

构化的教学流程，在多次重复后，学生就会知道教学的

大致结构，对教学过程产生信任和安全感。 

6 精心准备，收放自如 
精心准备，收放自如。每个活动都有目标和结构，

教师对于每一个步骤必须了然于心。每个活动应能引

起学生的兴趣，通常以游戏引入，学生在循序渐进的游

戏式学习中成长音乐素养及人格素养。花大量的时间

准备是值得的，只有做好充分准备，才有强大的信念，

才会感染课堂上的每一个学生。教师应能对活动收放

自如，搜寻和发展适合学生人格发展的材料并组织教

学，引导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所有的活动应适合每一

个学生，对活动应有责任感，做到对音乐负责、对学生

负责、对社会负责。 
教育不是功利的事情，是帮助特需学生探索自我

成长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特许学生不懂、不会欣赏经典，

重要的是你怎么引领他进入艺术之门。如果你用很简

单、快乐的游戏引导，学生不知不觉遨游在艺术的海洋

里。重要的是教师的真诚和宽容，聚焦过程的人性化，

支持特需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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