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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的语言启蒙应当从“听”开始，民间童谣作为我国传

统文化的瑰宝，有着轻柔低缓的摇篮曲、热闹喜庆的节日时

令、童稚趣味的日常游戏、活泼可爱的动物、风景如画的田园

生活、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等，凸显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

气息，充满了童趣，散发着无尽的艺术魅力。调查表明，童

谣有利于发展幼儿的智力、情感、审美等综合素质，教师要充

分利用民间童谣，为幼儿打开语言启蒙的大门。

1  民间童谣走进幼儿园语言领域的必要性

所谓的民间童谣，便是基于幼儿园大班孩子的理解能力、

思维能力、生活经验、性格特征等因素，由民众使用简单易懂

的语言创作出来的，在儿童之间口头流传的短小歌曲。民间童

谣的形式如同民歌、民谣、儿歌等，本属于民间口头文字的范

畴，也是儿童文学的种类。从文学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民

间童谣的内容十分丰富，打破了音乐的界限，具有丰富的内

涵，并且形式多种多样，深受孩子的喜爱。从作品的创作角度

来看，不管是成人的歌谣，还是成人为孩子制作的歌谣，只要

孩子喜欢并乐于接受，可以活跃在各个孩童的口耳之间的，便

能称为童谣。它与地方方言有着密切的关联。据研究，民间童

谣涉及到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

分析童谣的渊源、性质及用途具有重要意义。依据性质特点，可

以将其划分为语言、政治、日常生活、语言游戏、语义、肢体游

戏等。民间童谣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一般通过方言广为流传，具

有音节和谐、节奏性强、韵律独特、形式简短的特点。民间童谣

在表达上具有游戏性、随意性和音乐性的特点，言语间的情景一

般较为欢快明朗、诙谐幽默，特别符合幼儿当前的成长状态，在

语言培养教学研究中有着较高的价值。另外，民间童谣的节奏感

较强，符合大班幼儿的语言认知能力。例如经典童谣《从前有座

山》：从前有座山儿，山里有个庙儿，庙里有个锅儿，锅里有个盆

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碟儿，碟里有个勺儿，勺里有个豆

儿，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该童谣的前面每句结尾

都带了儿化音，增强了节奏。民间童谣善于运用修辞、顶针、拟

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进一步增强了语言效果，仿若一首首美妙

的诗歌。

对于幼儿园大班的孩童来说，这个时期正在开始学习发音，

而民间童谣有着独特的音韵，正是学习语言、积累用语经验的最

佳资料。童谣是语言的艺术、音响的艺术。所谓诗者，声音之道

也。儿童比成人更能感受到童谣所产生的声音力量。如童谣《月

光光》：月光光，照地堂，年三晚，摘槟榔；槟榔蚃，赏二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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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头发未曾长，滴滴答答娶返来。该童谣的三字结构+ 七字结

构，而每句的末尾字有着相同的韵脚，韵律和谐，能够带领幼

儿直接进入到语音世界，他们自然会随性而唱。

有助于丰富语言词汇。幼儿阶段所知晓的词汇来源较为广泛，

如家庭生活、儿童读物、影视作品等，甚至还有交流、游戏等。童

谣所包含的词汇可以通过一种轻松愉悦、简单便捷的方式介入，

让幼儿在唱、跳、玩、听众习得大量的生活词汇，可以说，民间

童谣是幼儿巨大的词汇库。这种充满了趣味性的语言正符合幼儿

对语言积累的身心特点。总体而言，童谣的优点在于扩充幼儿的

词汇量、词汇种类，并增强词汇学习的乐趣，提高学习效率。

培养幼儿的语言感知能力。不管是在幼儿的哪个阶段，他

们都具备了初级语言意识和语言能力，并带有整体性、和谐性的特

点，这是语感水平的综合体现。要构建幼儿的语言感知力是一项复

杂的工作，依赖于幼儿主体和语言对象的相互作用所得的产物。童

谣可以在早期阶段便成为幼儿的主要语料体，短小的句式、浅显的

内容、和谐的韵律、趣味的口语等都与幼儿的认知规律相匹配。

激发幼儿的语言创造力。童谣即来源于生活，也归于生活。幼

儿在听、学、唱的过程中，会不断提升模仿与表达力，甚至是创

造出相类似的童谣。

2  高效利用民间童谣的措施

2.1 提高重视，改善条件

就算是幼儿园大班，其课程教学也尚未形成较为严格的体系，

但作为幼儿园的管理者，应当站在较高的角度，鼓励教师积极创

新，为语言教育领域提供更多的支持。为了促使教师更好地收集

民间童谣、利用民间童谣，需要在物资保障、舞台搭设、表演服

装等方面做足准备。提高教师的语言运用能力，以便更好地挖掘

内涵深刻的民间童谣。要让教师提升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能力，

熟练掌握民间童谣。通过校内外培训，对不同类型的民间童谣进

行选择、解析、构建以及利用，形成系统认识。完善语言课程设

计，缓解缺少童谣课程的矛盾。在童谣内容、形式的安排上，应

当充分考虑到幼儿的语言开发能力，但也不能不断重复应用，以

免幼儿在学习中产生不耐烦的心理。幼儿在短时间内不能掌握过

多的内容，因此在训练语言能力时要参考幼儿的年龄和能力，以

幼儿的兴趣为主，以舞台表演、情景对话的方式来训练。也可以

在每周组织童谣表演活动，评选出每周的童谣之星，激发幼儿的

竞争意识。

2.2挖掘资源，营造氛围

民间童谣对于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在

挖掘童谣资源的过程中，要凸显内容的多元化，引入一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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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的动植物、景物、人物、寓言故事等，以普通话为主，

鼓励幼儿使用自己家乡的方言上台表演。民间童谣以精炼、活

泼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个生动形象的故事，既是生活的哲理，也

是身边的趣事，有利于让幼儿更早地体验生活、认识社会、开

阔眼界，在练习与传唱中接受品德教育，塑造良好的情操与性

格。不管是幼儿园、教师、家长还是社会，都应当带着童心

和情感去挖掘民间童谣的优秀资源，带领幼儿以艺术的眼光感受

世界上的美好。家长要充分利用空余时间与幼儿进行沟通，可

以让幼儿在幼儿园表演、分享家乡的童谣，保留对家乡的美好

回忆。社区也要从保护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丰富社区生活的角

度出发，开发童谣资源，为幼儿创造语言训练的氛围。

2.3 拓展形式，游戏课程

为了让民间童谣充分融入到语言培育课程中，首要任务便是

设计童谣课程，将民间童谣的趣味性以游戏课程的方式表达出

来。在众多童谣中筛选能够体现地域文化并且幼儿比较熟悉的童

谣，然后通过整理资料，确定游戏玩法。然后便可以在自由活

动时间，引导幼儿参加并记录。在开发课程上，要结合大班幼

儿已有水平和经验的特点，从民族文化及相关元素的角度出发构

建系列课程方案。在组织童谣游戏活动时，需要掌握语言与动

作的关联性，主要分为专门的语言游戏活动、动作游戏活动、

语言结合动作游戏活动，然后再依据民间童谣所体现的规则，

设计具有系列性的民间童谣游戏，完成对童谣文学语言的感知与

表达。幼儿在游戏中一般会表现较强的自发性，在参与几次活

动后便会表达自主开展活动的动机，这时就需要教师拓展教学形

式，丰富游戏体验，从而让幼儿进入到创造阶段，寻找答案，

与其他幼儿进行交流，协作解决问题。

3  结论

总的来说，民间童谣虽然看上去简短、通俗易懂，但在很

大程度上沉淀了民族文化。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言和习俗，

童谣中丰富的内容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历程。民间广为流

传的童谣，反映了民众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相

比其他任何的文学类型，童谣都更具儿童特征。它蕴藏着丰

厚、纯真的语言词汇，鲜明真实地反映了城市曾经有过的历史

风貌，在教育领域中有着弥足珍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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