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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是幼儿打开文学世界的第一扇门，是幼儿在“人之

初”阶段最早接受的精神食粮，儿歌作为歌曲形式的一种表达

方式，具有独特魅力，深受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青睐，儿歌以

简洁明了的歌词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儿歌的同时还可以进行

思想品德学习。儿歌作为幼儿语言教学的重要手段，以其独特

的艺术魅力承担着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陶冶幼儿艺术情操的重

任。故此，一定要重视儿歌教学。

1　通过儿歌培养幼儿的生活习惯

儿歌的语言优美、充满童趣、朗朗上口、意境温馨，儿

歌教学是幼儿园教学中的一项重要教学项目，幼儿年龄小，坚

持性和自控能力弱，幼儿洗手习惯的培养一直是个不容易解决的

问题。大部分幼儿都不知道如何正确洗手，针对这个情况，可

以结合《洗手歌》导入。通过这首歌配合有趣的动作很快成了

班里的“爆款”。很多孩子在洗手的时候念着儿歌洗干净小

手。通过营造这种洗手氛围，孩子们特别愿意表达。《洗手

歌》浅显易懂、生活化，具有情趣。通过这个案例也不难发

现有时候不需要借助课堂教学，依托于生活的儿歌也是较好的辅

助教学手段，促使幼儿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跟读，同时感知儿歌

朗朗上口的韵律感。

2　儿歌内容有趣味性

儿歌是以幼儿园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教育的诗歌，它是儿童

文学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体裁形式之一。三到六岁的儿童正是身

心快速成长的阶段，儿歌是适合幼儿听赏念唱的短小的歌谣体诗

歌。让孩子主动融入到音乐教育体系当中，有趣的儿歌内容更能

激发幼儿的感恩意识，选择儿歌内容要有趣，要容易记忆和理解，

适合于动作表现。当儿歌的内容充满趣味性时，更能激发幼儿的

兴趣。因此，歌词的趣味性能激发幼儿在参与活动时的主动性。比

如儿歌《小帮手》、《打电话》。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接触到的情景，

儿歌内容简单，符合他们的生活经验。因此，在组织活动时，要

以游戏化的形式开展，感恩教育亦如此。在开展感恩教育时，要

集游戏性趣味性为一体，不枯燥，幼儿也能快速融入到活动中，促

使教学活动顺利开展。

3　与音乐节奏相结合

在人的一生中，语言要经历几个发展阶段，而幼儿时期是

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儿歌既属于文学范畴，也和音乐节奏等音

乐范畴有些许联系，在进行儿歌教学中渗透音乐节奏因素，是非

常不错的选择。儿歌本身是一种朗朗上口有节奏感的且十分押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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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体，利用敲打手鼓的方式能够让幼儿找到儿歌的节奏感，

很好地训练幼儿的节奏感；通过手鼓不同的敲打节奏来训练幼儿

的反应能力，同时锻炼幼儿的语言能力。如，教师敲打手鼓几

下，幼儿跟着教师的敲打节奏念出相应的儿歌内容。在教儿歌

的同时，一定要锻炼幼儿的节奏能力。相信以这种教学方式，

幼儿都会沉浸其中，并乐在其中，这样也不会再出现注意力分

散的情况，大家都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4　以儿歌游戏来保持大班幼儿的语言学习兴趣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句话被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所

熟悉。在对幼儿语言教育过程中，利用儿歌进行语言教学时，

可以借助儿歌游戏开展教学活动，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趣味性，

还满足了幼儿爱玩好动性格特点。需要注意一点，儿歌游戏中

的动作不是随意做的，要具有能帮助幼儿理解与记忆知识的作

用，使语言课堂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这里以《拇指歌》为

例子，其中歌词为“胖胖的奶奶，笑眯眯;瘦瘦的爷爷，爱生

气”，每一个人物对应一个手指，幼儿易学易记。通过儿歌学

习后，幼儿不仅能掌握描述人的技巧，还能掌握语言思维与表

达的技巧。儿歌中包含着丰富有趣的内容，能有效感染幼儿的

精神世界，获取锻炼幼儿的语言能力。在语言教学中充分运用儿

歌设计游戏，能在保持幼儿语言学习兴趣的同时，把语言学习过

程当作一个快乐的旅程，留下极为美好的回忆，不再是枯燥乏味

的学习经历。

幼儿在学前语言教育中应该充分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从儿歌

产生发展至今，都承担着儿童初次正式接触文学作品的桥梁，鉴

于幼儿年龄小，对事物的理解与学习缺乏持续性和主动性，结合

幼儿的实际特点选择符合现阶段幼儿所适合的儿歌。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下促使他们完成学习，让幼儿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到快乐与

趣味，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加深对语言的理解和学习，从此

开启幼儿学习之路的初阶段。为幼儿下一步学习知识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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