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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强调将身体作为一种乐器，是将聆听到的音乐节奏韵律、速度特

点、情感变化等表现在肢体反应的一种独具研究价值的音乐教学法。在孤独症儿童群体数量庞

大且亟需非药物治疗的康复手段和资源的社会背景下，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将“音乐疗

法”纳入四川省医保的通知。为响应国家出台有关“唱游与律动”、“孤独症儿童筛查干预服

务”等相关政策，基于音乐体态律动教学法本身独特的教学模式和价值，进一步在少数民族儿

歌中搜集适宜特殊儿童康复训练运用且颇具节奏韵律的曲目并挖掘其可行性与实用性，融入音

乐治疗手段干预并改善其社交障碍。文章旨在辅助特殊教育机构为孤独症患儿设定产出专业且

系统化的音乐课程，创造出更符合时代性、发展性与地域性的特殊儿童康复训练教学方案，从

而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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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 2024年全国两会对“特殊教育”领域与“孤独症”

关爱支持体系建设的深切关怀，笔者认为应将达尔克罗兹体

态律动教学法融入特殊教育中，突破单一接受式聆听的音乐

治疗方式，形成系统的音乐体态律动疗法，并且针对患儿个

体差异性，侧重适合个体发展的教学模式，有效改善孤独症

患儿社交障碍、语言沟通障碍等。

1.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教学法概述

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教学法，是 20世纪瑞士著名的作

曲家、音乐教育家埃米尔·雅克·达尔克罗兹提出的教学理论

体系，是世界著名的三大教育体系之一[1]。其强调“音乐是

动的艺术”，把身体作为乐器，用动作表现音乐，并强调动

作应有乐感[2]。笔者在长期实践中所运用的达尔克罗兹体态

律动更多为锻炼患儿听到音乐指令后能做出正确的身体反

应，让其认知于身体作为能够成为被演绎的乐器，融合音乐

本身的节奏感，改善其注意力不集中或社交障碍等一系列问

题。

2.儿童孤独症与音乐治疗

2.1儿童孤独症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指一切广泛性发育障碍，于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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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发病，主要变现为不同程度的语言发育障碍、社交

沟通障碍与行为方式局限、刻板等症状[3]。据最新数据统计，

全球孤独症患者数量已至 6700万，我国孤独症患儿数量为

200万，孤独症群体数量庞大。目前世界上仍然没有一套完

整的康复手段能确保将孤独症完全治愈。孤独症患儿康复训

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庭承担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我国

各类特殊教育机构康复训练课程在孤独症康复训练运用中

仍存在不系统与不规范性，教师教学水平良莠不齐，部分特

教机构很难确保孤独症周期康复治疗效果，已经有许多患者

家属决定放弃治疗，这无疑加大了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负担。

2.2音乐治疗

张刃在《音乐治疗》一书中解释，音乐治疗是一门集“音

乐、心理学与医学”为一体的应用型交叉学科。两千多年前，

《黄帝内经》提出“五音疗疾”这一理论，其认为“宫、商、

角、徵、羽”五音能够起到预防疾病、调养身心的功能[4]。

春秋时期《乐记》指出，“致乐，以治心者也”，这是最早

的音乐与人社会行为健康相关的史料记载[5]。音乐治疗是一

种无副作用的非药物治疗，笔者通过各大研究论证发现，音

乐治疗对患儿康复训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四川省医疗保

障局首次将“音乐疗法”纳入四川省医保，包括音乐作用于

改善失眠、焦虑等亚健康问题与各种身心疾病的学术观点，

充分论证了音乐治疗在孤独症患儿社交行为改善中的运用

是一个有效的、科学的辅助手段。

3.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在改善儿童孤独症社交行

为中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丰富了孤独症社交康复的理论依据，

运用体态律动教学法，将患儿身体与音乐感知能力充分调动

起来，能有效激发其对音乐的敏感度，进而带动其社交能力

与语言表达能力等。且有助于特教工作者充分了解个体的训

练需求和特点，制定有效的教学方案。

从现实意义上看，首先，运用体态律动教学法，有效改

善患儿社交能力的同时也能促进其更好地融入社会[6]，减轻

家庭与社会的负担。其次，为特殊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提供参

考性意见，辅助特教机构产出专业化、系统化的音乐实践经

验。最后，提升了社会的幸福指数，保障了民生福祉。

4.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在改善儿童孤独症社交行

为中的实施方案

4.1前期调研

音乐治疗真正运用于孤独症患儿康复训练中常为特殊

教育或康复理疗行业，患者数量庞大，我国受过系统化学习

的音乐治疗师数量供不应求。

许多特殊教育机构设置的音乐课程主要以“唱游课”为

主，这些手段对部分患儿训练有一定成效，他们中有相当一

部分对音乐具有可挖掘的天赋潜能。笔者参考诺道夫罗宾斯

创造性音乐疗法、RBT音乐疗法以及建立“多层次”社会关

系的团体音乐治疗等系统、科学的音乐疗法，总结认为融入

“体态律动”的音乐疗法适合改善儿童孤独症社交行为，相

对于被动地接受外在音乐输入，融入“体态律动”的音乐疗

法会让孤独症患儿更具参与感与积极主动性。

4.2实施内容与目的

笔者的音乐体态律动授课程主要从“身体律动+节奏+乐

器即兴演奏”三方面为训练内容，基于身体律动的练习，能

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基于节奏的练习，能改善注意力不集中

的问题；基于乐器即兴演奏的练习，能提升感知觉能力与团

队协作能力；

4.3实施具体步骤

第一，课前问好。采用笔者团队原创歌曲——《Say

Hello》，C调 4/4拍的儿歌旋律，节奏旋律简易且互动性强，

让患儿初步融入课堂氛围，创设一个彼此互相熟悉的环节。

第二，热身活动（身体律动）。任何课程前都需要让患

儿身体机能充分活跃起来，才能更好吸收个体或团体音乐体

态律动的教学。让患儿在团体的课程中模仿教师拍手或跺脚

的动作，并且反复多次示范，患儿间互相学习可产生良好的

课堂化学反应。在个体中教学时缺少课程“多层次”的社交

关系作辅助，因此更建议在团体课使用“身体律动”的教学

板块。选用旋律简洁，节奏轻快的曲目。在少数民族地区授

课的情况下可选用《阿西里西》、《多快乐，多幸福》等少

数民族儿歌，符合其地域音乐文化，使用少数民族地区熟知

的民族儿歌，明朗的 G调以及颇具民族特色的韵律节拍，容

易让患儿对课程产生浓厚的兴趣。

第三，节奏训练与乐器即兴演奏。对节奏敏感度高的患

儿需要侧重于节奏的训练，以此提升其注意力集中的问题。

运用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教学法，根据教师指出的对应拍点，

患儿需及时做出反馈。对乐器更感兴趣的患儿需要侧重于在

训练中使用乐器介入，选用一些“鼓”类乐器，如非洲鼓、

铃鼓等，乐器的使用对提升课堂积极性和专注度有一定程度

的辅助。直观反映患儿个体对节奏把控的准确性，根据其掌

握程度高低个性化定制一套教学方案，利于其社交行为的改

善。选用旋律律动感强的儿歌或者教师钢琴即兴伴奏，采用

“变速”的方法，节奏速度有变化，患儿的情绪也会随之变

化。例如快节奏容易使人兴奋产生多巴胺，慢节奏让人心情

舒缓。使用“变速”的方法，规避选用让患儿有激进情绪的

歌曲。在孤独症患儿社交行为能力的改善中找到有效的途径

与方法，为有效康复实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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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实施结果

实践得出，孤独症患儿个体存在差异性，对音乐体态律

动的侧重点需要针对其个体需求进行调整，患儿也对不同音

乐元素的敏感程度也有所不同。在研究过程中结合“融合教

育”理念，强调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顺应其发展

特性进行“因材施教”[7]。例如笔者团队在音乐体态律动授

课过程中遇到的云云和多多（化名），云云会对节奏的把控

更准确，因此笔者会选取节奏律动感更强的音乐用于她个人

的康复训练中。那么多多则是对乐器演奏更感兴趣，笔者便

会在团体音乐课的过程中让其成为“乐器演奏小助手”的角

色，必要的时候让其加入手摇铃、手鼓等易上手的乐器，在

个人单独接受音乐干预时，多采用钢琴听辨音高的形式，并

且让其通过音高变化做出相应的身体的律动反应。根据音乐

体态律动课程学习可以发现更适合其个体发展的训练方案，

在康复训练过程有侧重点，会比特教机构普遍采用的音乐课

程更易产生周期成效。

音乐体态律动干预康复训练的手段是长期跟踪以及效

果评估的过程，笔者在第 1次上课、第 10次上课与第 20次

上课都做了效果测评，发现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后患儿的

成效更为显著，虽说目前仍然没有将其完全治愈，但相较于

最初的评估结果来看，部分孤独症患儿的社交行为已经有所

改善。

5.研究创新点与优势

5.1设计“个性化”的实施方案

通过音乐体态律动授课初步判定适合其个体康复训练

的音乐侧重点，包括不限于音乐训练形式、选曲风格、歌曲

节奏等，通过每月 1~2次的家庭回访对训练方案的不足进行

改善，筛选设计个性化、定制式的实施方案。

5.2设计“地域性”的实施方案

由于其少数民族地域音乐文化特色，四川甘阿凉少数民

族地区的孤独症患儿不适用普通患儿的选曲，应该设计符合

“地域性”的实施方案。基于音乐体态律动教学法本身独特

的教学模式和价值，进一步在少数民族儿歌中搜集适宜特殊

儿童康复训练运用的曲目并挖掘其可行性，切实保障甘阿凉

少数民族地区患儿康复的有效性。

6.结语与展望

“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音乐因其独特的魅力，

为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打开了一扇通往美好世界的大门。

笔者见证太多孤独症患者家庭的不易，压力来自生活、心理

各方面。国家出台政策保障此类群体的发展，社会也在持续

为孤独症群体发声。笔者期望为孤独症群体献出自己的一份

绵薄之力并且做到让这个研究方向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让更多来自“星星的孩子”感受异彩纷呈的美好世界，聆听

沁人心脾的“音乐”符号，谱写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乐章。

总之，我们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研究和实践推动我国

音乐治疗的发展，并为孤独症患儿的康复带来更多的希望与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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