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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儿歌在对外少儿汉语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以传统节日为例

魏　端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0）

【摘  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汉语受到了世界上愈加多人的喜爱。而这些汉语学习着中，有很多是 15 岁

以下的少年儿童。和成人相比，少儿有着自己独特的生理、心理特征。所以无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材，教师都应该区别与

成人教学。本篇文章针对现当下少儿在对外汉语学习当中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也对市面上较为流行的少儿汉语教材进

行了比较。同时研究了目前比较普及的儿歌教学，以此望对现阶段少儿汉语教学现状做出自己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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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外少儿汉语教学现状

国家汉办（语合中心）界定了HSK（少儿）考试的重要对象，

即第一语言为非汉语的汉语学习人士，年龄在十五周岁之下。

截至目前，全球共有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8 万多所各国大中小学、

华文学校和语言教育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除了中国之外，

正在对中文进行学习的人数越过两千五百万大关，而累计使

用中文的人数将近两亿。蓬勃发展的国际中文教育，为加快

中文走向世界，促进中外语言交流与合作，增进中外人民了

解和友谊，推动世界多元多彩的文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我国专门针对的少儿汉语教学的研究起步较晚，

2005 年至今， 少儿汉语教学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李

润新（2006）主编的《世界少儿汉语教学与研究》中包含了

非常多一线少儿对外汉语教师平日里的教学体会，是他们的

亲身讲述，是我国第一本围绕着少儿对外汉语教学进行专门

论述的专著，使得我国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得到了填补。李润

新 （2006） 曾经指出过，我国少儿汉语教学有着非常大的

两方面的差距，其一，同我国成年人汉语教学以及教材相比

较而言，少儿汉语教学没有非常丰硕的成果，其二，和其他

强势语言中的少儿英语相比较而言，我国这方面的教学和科

研水平有着更大的差距。

2 儿歌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2002）中，儿歌的定义是“为儿童

创造的，适合儿童唱的歌谣”一方面为了提升儿童汉语学习

兴趣需要根据儿童语言学习特点，从身心两个角度进行教材

的教授。近年来，儿歌教学方法也在逐渐被汉语教师们应用

到实践中去。温家乐在《中文儿歌在泰国小学低年级词汇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2020）将泰国学习作为案例来进行阐述，

主要陈述了儿歌在语音、词汇以及语法当中的教学价值，并

深入调查了老师及学生对于儿歌教学的认知和看法。同时通

过实践教学确定了将儿歌引入中文教学课堂的可信性。张娟

娟。在《儿歌在美国戴尔斯堡小学汉语课程中的应用》 （2020）

重点参考了美国小学生基本特点，通过持续观察戴尔斯堡小

学汉语班学生的情况总结出儿歌教学对于学生的学习效率和

自信心的提升，对于学生吐字、语感、中国文化知识的增长

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对儿歌教学的准则进行归纳，即“1.划

分清楚主次部分，使得教学设计获得完善落实。2. 对课堂

管理进行强化操作，把威信树立起来。3. 促进教师相互间

进行进一步交流。4 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 彭建玲，刘欣

然 《儿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以汉语儿歌特点作为

研究切入点，同时将圣尼拉斯学校汉语教学具体情况纳入到

了分析考虑范围，并且针对由高等教学出版社出版的泰语版

《体验汉语》进行了总结。具体如下：1、关于儿歌内容的

选择需要满足学生认知水平以及逻辑水平。2、在儿歌内容

上需要和学生生活像贴近。”黄依娜 在《歌谣教学法在成

年来华语言进修生中的应用研究》中介绍了获得美国“月光”

最佳国际少年图书奖铜奖（2009）、多元文化贡献奖（2009）、

海外华文教师优秀奖（2011）等奖项的获奖者在澳大利亚墨

尔本半岛学校的周晓康教授的书“《晓康歌谣学文化》第一

集（2009）、《晓康歌谣学韩语》第二集（2010）、《晓康

歌谣学文化》第一集（2010）、《晓康歌谣趣味故事》第一

集（2011）”针对歌谣教学法相关研究里面借助美国心理学

家霍华德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以及史蒂芬提出二语习得假说

理论。加拿大的罗伯特以及威利斯等人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歌

谣教学法能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例如身体运动智能、语言

智能、视觉空间智能以及音乐智能等。并且能够打破学生存

在的难为情障碍壁垒，帮助学生构建优良的学习环境，提升

学生学习效率。并且提出了编写歌谣需要遵守的六个基本原

则，即音乐性、有效性、趣味性、适用性以及文化性。

通过上述文献的研究可知，儿歌教学法是多数老师们认

同的教学方法，但是目前多数都是老师们根据孩子的兴趣自

己加入其中。然而，却依旧不够完善，构成体系的教材以及

教育方法普遍偏少，尚且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故而，笔者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着从儿童语言习得规律以及儿歌特点方

面，结合当前教材针对儿歌在儿童对外汉语教学当中的文化

教学、语言教学以及词汇教学产生的价值和意义予以深入探

讨。并且期望针对儿歌在实践教学课堂当中的教学新方法和

新方案予以探讨。

3 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进程当中，文化因素起着非常关键性

的功用，美国语言学家拉多曾经指出过，文化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是语言，如果不能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就不能够真

正对语言进行了解。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如果不了解中国文

化，那么学生在说汉语的时候也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随着

汉语教学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文化教学已经从“教不教”

过渡到了“如何教”。特别是针对少儿，如何才能用儿童感

兴趣能听懂得的方式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4 传统节日在文化教学中的意义

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体现之一，为中国传统节日的存在，

中国有非常多的传统节日，比如春节和端午节等等。这些节

日从先秦时期起源，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沉淀与发展，慢

慢成形，以其固有的形式一代一代的传承。中国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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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节日形态像饮食、礼仪、服饰、活动等这些外在

的形式相比于茶文化、书法、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少儿

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比如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春

节包饺子，这些中国传统美食既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同时也

避免了老师在课堂上的泛泛而谈，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感受中

国传统节日的魅力。除了特殊的节日美食，在传统节日中我

们还有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这些节日活动用自己特殊的方

式记录传承者中国人的对于家国的热爱，对于团圆的美好。

学生在这样的实践活动当中，更加能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价

值有深度的体会。

在这些美好的节日中也有着人们一代代传下来的经典的

儿歌，如端午节的《五月五，过端午》五月五，过端午，划

龙舟，敲锣鼓，一 二 三四五，你划龙舟我打鼓。中秋节的

《中秋节》中秋中秋送祝福，嫦娥玉兔来跳舞，月儿圆，月

饼大，团团圆圆笑哈哈。春节的《小孩小孩你别馋》小孩儿

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

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

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

些生动有趣的儿歌韵律简单，朗朗上口，同时又形象的记录

了这些中国传统节日中最明显的特点。对于儿童而言，比较

容易记忆且方便学习。在教授的过程中搭配上手指操，让课

堂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5 教学案例

中秋节活动教案

设计思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日为每年农历的八月

十五，中秋节也是排到春节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有着非常丰富的传说起源，很多神话故事流传非常广

泛。“月到中秋分外明”，外国学生对其有深厚的兴趣及探

究欲望。为了提高学生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兴趣，

加深对我国悠久历史文化和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热爱之

情。

活动对象：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的 6-9 岁的小学生

活动目标：

（1）初步了解了解中秋节的来历，感受体验传统文化；

（2）通过讨论和讲述，发展幼儿口语表达能力；

（3）让幼儿体验和伙伴老师一起过节日的快乐并学会

分享；

（4）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活动准备：

知识准备：学习《中秋节》的手指操

物质准备：自制多媒体课件、绘本《中秋节》月饼制作

需要的饼皮、馅料、磨具等

活动过程：

（1）和学生一起学习手指操《中秋节》  

（2）讲述绘本故事《中秋节》   

（3）1）提问：故事中他们在过什么节日？

小结：让孩子们了解到，每年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是中

国的中秋节，是我们国家流传许久的一个传统性的节日。要

强调，中秋节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体现。

2）提问：爷爷给月儿说了几个月亮的故事？

小结：讲述关于中秋节的传说故事

3）提问：故事中奶奶给月儿做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小结：让孩子知道月饼是中秋节的传统美食，代表了团

团圆圆的美好愿望 

带学生一起体验月饼的制作

（1）介绍月饼的起源

小结：月饼从我国殷周时期便开始流传，经过不断的演

变，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民间普遍流传的美食。

（2）介绍月饼的分类

提问：我们今天要制作的是什么月饼啊？

小结：月饼按照产地来分大致分为广式、苏式、京式、

港式等，今天我们体验的是广式月饼其中的一种：冰皮月饼

（3）冰皮月饼的制作过程

1）准备材料、工具

2）把冰皮分段将其揉成圆柱形，然后把冰皮分成 15g

左右一个，揉圆待用。

将冰皮揉成像包饺子的皮那样的扁皮，中间留的比较薄

一些，而周围可以稍厚些许。

3）把馅料放在冰皮上面，然后包起来，用手慢慢地推

上面的冰皮直至整个馅料被冰皮包住（注意手上要沾糕粉，

否则很容易把冰皮沾破，一旦觉得手黏黏的，就要沾一点糕

粉）。

4）把包好的月饼球稍微压一下，使其成椭球状，把好

看的那一头朝上，放入模具中压一下，大概压 5 秒钟，漂亮

的月饼就做好啦（为了防止月饼黏在模具里面，模具要先沾

一点糕粉，然后抖干净，月饼表面也要沾薄薄一层糕粉，这

一步很关键 ~ 因为很多月饼就是因为被模具黏住，就破坏了

最美的形态，模具和月饼表面的糕粉只是薄薄一层，保证不

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在上面留太多粉，否则做出来的月饼

表面就会有很厚的一层糕粉，影响美观和口感哦！）

6 总结

这次的中国传统节日体验课程我们以中秋节为主题，我

们用绘本故事《中秋节》为主线，向同学们介绍了中秋节的

来历、风俗、传统故事。同学们亲手制作了象征团圆的中秋

传统美食月饼。采用这样的实践活动，同学们能够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有更为充分的认知，继而能够将他们的主

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主动去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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