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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音乐对孤独症群体的影响及其研究--以沈阳

康纳洲为例
吴芮

1 核心概念的介绍

1.1 孤独症

1.1.1 孤独症的定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沈阳，110000；

摘要：奥尔夫音乐是一种强调全面整体的音乐教育方法，孤独症是一种复杂的发育障碍，因而奥尔夫音乐多元化

的，人人参与的教学形式，在孤独症群体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本文以沈阳康纳洲的十二名孤独症群体为研究对

象，开展了四次奥尔夫音乐课程教学，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在此基础上运用观察法、访谈法收集数据。研究

表明，奥尔夫音乐对孤独症群体具有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能够有效地改善孤独症儿童的不良情绪、缓解压力，

提高孤独症群体的创造力与感知能力等，具有一定的积极疗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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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孤独症又称作自闭症，也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

常见的疾病类型包括冷漠型、主动但怪异型和被动型。

大部分患者在儿童时期开始出现社会交往障碍、交流障

碍、以及明显的兴趣、刻板与重复行为方式。孤独症一

般在3岁前开始显现症状，如几乎不主动发起社交，由

于社交形式奇特，其行为模式独特且刻板，同时孤独症

患者会表现出对他人情绪和想法理解困难、不懂社交规

则等现象。

1.1.2孤独症的主要干预方式

对于孤独症的治疗，目前主要以教育干预为主，补

充剂/药物治疗为辅。教育干预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的

训练，帮助患儿获得生活自理和独立生活的初始能力，

尽可能的减轻其残疾程度，提升生活质量。同时，家庭

的参与和支持也非常重要，能对患者的预后产生深远影

响。药物治疗方面，目前仅为辅助性对症治疗，还没有

针对孤独症核心症状的特效药物。

1.1.3孤独症的主要表现症状

孤独症的症状主要表现在社交互动障碍、交流障碍、

局限的兴趣、感官异常等几个方面。在社交互动障碍方

面，孤独症儿童往往不擅长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和进行

非语言沟通，例如眼神交流、微笑和肢体动作等。在语

言交流方面，孤独症儿童在语言方面可能存在困难，包

括语言表达和理解。他们可能会出现说话晚、语言能力

发展缓慢、语言表达不清晰等问题。在兴趣与行为方面，

孤独症儿童可能对某些特定的事物或活动表现出强烈

的兴趣，而对其他事物则不感兴趣。在感官方面，自闭

症儿童可能对某些声音、颜色、食物或光线产生焦躁不

安或强烈的反应。

1.2 奥尔夫音乐

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是当今世界最著名、影响最广

泛的三大音乐教育体系之一。由德国音乐教育家卡

尔·奥尔夫创立，其教学法强调全面、整体的音乐体验，

以“原本性”为核心教学理念，原本性的音乐是指人们

不是作为听众，而是作为演奏者参与其间，把动作、舞

蹈、语言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种人们必须自己参与的

音乐。具有多元化，人人参与的特点。每个人都能学会

和体验其中，是适用于孤独症群体的一种音乐教学形式。

1.3 沈阳康纳洲

沈阳市皇姑区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服务中心，简称沈

阳康纳洲，成立于 2017年 9月 13日，是由沈阳六位孤

独症孩子家长发起，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

在中国精协指导帮助下组建的，北京康纳洲给予技术和

管理上指导的综合性孤独症服务平台。沈阳康纳洲致力

于探索孤独症人士生命全程服务体系，坚持专业团队构

建和专业化服务。并以大龄孤独症群体服务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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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政府及基金会项目。希望在沈阳为孤独症家庭营造

一块永久的栖息之地。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了 8名自愿参与音乐疗愈活动的伙伴，其

中 1名女孩，7名男孩，年龄为 13岁到 29岁不等，通

过四次音乐疗愈课对其行为进行观察对比研究。参与者

基本信息如下：

参与者一：性别男，18岁，很宅，不喜欢参加活动，

不爱与人交往，不会也不喜欢唱歌，手上拿着一个卡片

才有安全感。

参与者二：性别男，13岁，表情丰富，不愿意张嘴

唱歌，听觉敏感。

参与者三：性别男，29岁，脑瘫发育迟缓，内向，

不爱与人交流。

参与者四：性别男，22岁，内向，爱听歌不爱唱歌，

不自信，乐感好。

参与者五：性别男，16岁，唱歌跑调，语言丰富，

外向，活泼好动。

参与者六：性别男，25岁，稳定性差，听觉敏感，

画画很有天赋。

参与者七：性别女，23岁，典型孤独症，有时焦虑，

情绪较平稳。

参与者八：性别男，23岁，⽆语⾔，性情稳定。

2.2 研究方法

2.2.1文献研究法

本文研究主要涉及奥尔夫音乐，奥尔夫音乐教学法，

孤独症等领域，需要对这些领域的文献进行检索和反复

加工。根据各大文献检索网站查询得知，与奥尔夫、奥

尔夫音乐教学法，奥尔夫音乐疗愈、自闭症相关的论文

有数千篇。由于现在更多把自闭症也称作孤独症，搜索

相关文献不多，所以以奥尔夫音乐对孤独症群体的影响

为题进行研究。

2.2.2访谈法

针对十二名孤独症群体的基本情况、在课程疗愈前，

与孤独症群体的家长进行面对面有目的的谈话沟通，主

要与参与者 1 的家长进行访谈，她不仅是家长，也是

沈阳康纳洲的创办者之一，她了解每个孤独症群体的信

息，也在课余时间与其他参与者家长进行了半结构式式

访谈，从而确定运用什么样的适合该群体的奥尔夫乐器

及歌曲，制定合适的课程方案。在教学过程中，如有突

发情况，也与家长及时沟通以便调整计划，达到更好的

疗愈效果。

2.2.3观察法

在奥尔夫音乐疗愈活动实施过程中，分配一到两名

观察记录员，进行参与式的观察，走进音乐课程中，详

细记录每一位孤独症伙伴在课程活动中的行为及其表

现，并针对其社会交往能力、情绪表达和控制能力、注

意力的集中能力等方面进行一一记录。

2.2.4研究结果对比分析

通过四次音乐课，每次一个半小时，加上课前和课

后与参与者们的接触了解，大约每次是两个小时，收集

了参与者家长们对自己孩子上完奥尔夫音乐疗愈课程

后的变化记录。

参与者 1 的家长：一个很宅的男孩，不喜欢参加

活动，不爱与人交往，也不会不喜欢唱歌，但是通过这

几次音乐课，对老师选的歌曲非常喜欢，特别是《萱草

花》很感兴趣，一节课就学会了。感觉不是不喜欢，是

没有遇到能走进孩子心里的歌曲。

参与者 2的家长：上课前不怎么会在家唱歌，上课

后，自己没事就哼几句，感觉心情很好，开朗了，老师

们年纪轻轻特别能带动气氛，孩子们也愿意配合，回到

家自己愿意哼哼课上学的歌曲，说明他是真听进去了，

只是输出有点费劲，如果下次有这样的活动，我们还愿

意参加！

参与者 3的家长：今年 29 岁了，他的心智就是几

岁的孩子，他很喜欢听歌唱歌，听歌的时候很开心很放

松，别的课不爱上，最喜欢的就是唱歌课，学了萱草花

回家还给我哼唱了起来，让我很是惊喜！老师们在课堂

一句句耐心的教，孩子们也很专注的学，动听的音乐配

上好看的手语舞，深深地吸引了孩子和家长，身心都得

到了放松，感恩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和爱心陪伴。

参与者 4的家长：孩子是一个 22岁的大男孩。内

向，平时爱听音乐，但不怎么爱唱歌。第一节课孩子就

被吸引住了，全程眼睛看着老师，跟老师们学唱歌，跟

着老师做律动，学手语舞。情绪舒缓了，脸上带着发自

内心的开心的笑。对老师教唱的几首歌都挺喜欢的，现

在也开始喜欢唱歌了，变得比以前自信了。

参与者 5的家长：是一位唱歌跑调的小朋友，平时

在家也特别喜欢唱歌和听歌，但就是唱的时候找不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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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教的《送你一朵小红花》他特别喜欢，老师课上带

着伴奏一句一句一遍又一遍耐心的教着孩子，学过后回

家再唱的时候跑调的问题居然真的好了不少，而且一边

唱还带着课上老师教的动作给我和他爸爸表演，如果说

上过课后的变化，那就是他再唱歌的时候是带着感情去

演唱。

参与者 6的家长：孩子喜欢听歌唱歌，就是坐不下

来安静的学唱一首完整的歌。老师们用心把每一句歌词

形象地表演，仿佛带入一个优美的情景剧中，特别鲜活，

几位老师用青春活力及专业能力带动了热情，从拒绝上

课到学习配合每个动作，在他心里又多停驻了康纳洲音

乐课上的一道美好回忆。也正是因为你们的善举让家长

们看到了特教事业未来的希望。这才是这个社会应有的

满满的正能量。

参与者 7的家长：孩子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在课堂

上情绪稳定，心情放松了。自发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学习唱歌使她很快乐！学习唱歌有积极性啦！一到周六

就想着去康纳洲学唱歌，反复的要说好几遍。孩子还能

关注老师啦！《萱草花》手语舞编排的太美啦！感谢年

轻有活力的小老师们！用爱和真诚感染了孩子们，让孩

子们感受了音乐的美好和快乐！谢谢你们给孩子们带来

的一切。

参与者 8的家长：孩子是⼀个特别喜欢听歌的大男

孩，通过跟吴芮老师带领的几位老师学习唱歌和手语舞，

孩子也有了变化，在家有时也爱哼唱，虽然不知道他唱

的什么，播放老师录制的视频⼿语也能简单的学几个动

作。感谢老师的耐心细心的教授。自闭症孩子虽不会表

达情感，但能看出来他非常喜欢几位⽼师。和你们的相

处他很开心，是你们的爱治愈了他。

3 奥尔夫音乐对孤独症群体的影响

奥尔夫音乐疗法强调音乐的综合性，将音乐与动作、

舞蹈、语言紧密结合，这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刺

激自闭症儿童的多个感官，增强他们的感知能力，促进

大脑神经元的连接和交流。十二位参与者在奥尔夫音乐

课程中不仅学会了唱，还会使用简单的奥尔夫小乐器，

以及手势舞蹈等，使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为孤独症儿童

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音乐体验。

奥尔夫音乐疗法注重儿童的参与和体验，通过打击

乐器、舞蹈和互动音乐游戏等方式，有助于自闭症儿童

更好地融入集体，增强他们的社交能力。音乐游戏中的

互动和合作也能够促进孤独症儿童与他人建立伙伴关

系，提高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在笔者的音乐课堂中，

强调身心全面参与，参与者 1 和参与者 5 经常会坐在

一起上音乐课，参与者 5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参

与者 1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和他一起唱歌。

奥尔夫音乐疗法还强调音乐的创造性，鼓励孩子们

根据自己的理解用音乐表达、用乐器演奏、用动作表演。

参与者 6 是一位画画很有天赋的孤独症青年，在《萱

草花》音乐课堂导入部分，参与者 6 不仅花了很多种

自己心中的花，还画了来到上课地点路程中所看到的物

体，包括路标、汽车、车牌等等。音乐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助于自闭症儿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也能够培养

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奥尔夫音乐疗法还能够改善孤独症儿童的情绪状

态。参与者 2 和参与者 6 是两位听觉敏感的伙伴，奥

尔夫小乐器手铃的小木槌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次接触，

非常的刺激，从第一节课只能耐受 5 分钟，慢慢的习

惯适应，最后一节课全程一起器乐合作下来了。参与者

4是一位无语言的孤独症青年，无法通过语言表达情感，

动作也非常少，但是通过和家长合作的《萱草花》，细

心地察觉到情绪的变化，从无表情到微表情再到眼眶湿

润，这也许就是音乐的神奇力量。 能够安抚孤独症儿

童的情绪，缓解他们的焦虑和压力。通过音乐的陪伴和

引导，孤独症儿童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提高生

活质量。

4 结语

奥尔夫音乐对于孤独症群体具有积极的影响，奥尔

夫音乐具有独特的疗愈作用，能够安抚情绪，放松心情，

缓解焦虑和压力，拉进亲子之间的距离等。需要注意的

是，每个孤独症的孩子的症状和行为表现都是不同的，

将奥尔夫音乐应用到实际中时，要进行个性化分析，因

材施教，及时做出调整，也可与多学科相结合，共同促

进孤独症群体的康复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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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声明：

您好，我是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院的研究生

吴芮，正在做关于《奥尔夫音乐对孤独症群体的影响》

的研究，我已经向沈阳康纳洲的十二名自愿参与研究

的孤独症群体和他/她的家属们代表详细介绍了该新

论文的研究的目的、方法、程序及研究的风险和益处

等，并保证研究过程中，所有群体的真实姓名都会被

匿名，保护群体们的隐私。此外，一一详细回答了他/

她提出的所有问题。

受试者声明：

我已充分了解了该新技术的研究目的、方法、程序及

研究可能带给我的风险和益处。我知道我參加该项研

究是自愿的，可以随时退出而不会影响我目前和今后

的任何治疗，我的个人资料均是保密的。我会尽力配

合学术研究，我自愿签署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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