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60

文学视角下儿歌教育价值研究   
张银霞 

（永登县龙泉寺镇中心校  730302） 

摘要：幼儿文学是启迪幼儿心灵的活泼生动的艺术形式，学习幼儿文学能够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想象能力和思维能力，
经典而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增长幼儿的各种知识，激发其对知识的渴望，提高艺术审美能力、丰富幼儿的情感。幼儿最早接触的文
学形式是儿歌，儿歌所拥有的文学价值能够点燃幼儿纯净稚嫩的心灵，儿歌简练易懂、通俗明快、韵律和谐、形式优美，活泼生动、
富有童趣，是幼儿最喜欢也最容易接受的文学样式。然而,目前在我国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儿歌教育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篇文
章中，笔者将从文学的角度探析幼儿园儿歌教育的多种价值，如文学价值、教育价值、娱情价值、启迪心智等，分析儿歌教育活动
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儿歌教育活动的灵活性和可变性，把儿歌教育活动与动作、节奏、游戏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儿歌
对于幼儿身心协调发展的重要价值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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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幼儿的生活本不像大人的世界那般复杂与繁华，但同样需要文

学来体现与表达。反应幼儿真实生活的幼儿文学是幼儿日常生活与

学习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能给幼儿心灵的慰藉和情感的寄托，

将他们的生活本质毫无保留地描绘出来。我国教育部颁发的《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里明确指出：“引导儿童接触优秀的文学

作品，使之感受到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

深对作品的理解和体验”。1 幼儿最早接触的文学形式是儿歌，儿歌

所拥有的文学价值能够点燃幼儿纯净稚嫩的心灵，是幼儿最喜欢也

最容易接受的文学样式。然而目前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儿歌的痕

迹在不断慢慢地淡出幼儿园教育活动，许多幼儿园忽略了儿歌的重

要价值，只是把它当作教育活动的辅助手段来看待，幼儿教师也未

能真正感悟到儿歌教育的价值。笔者认为，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

应丰富儿歌教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充分突显儿歌的文学价值和教

育价值，不能忽视其对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作用，通过儿歌的形式

让幼儿感受到文学的无限魅力。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会分析儿歌

教育存在的问题，着重从文学视角探析儿歌教育活动的价值，并分

析儿歌教育活动的可变性。 

二、儿歌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的价值 
考虑到学前儿童的年龄特征与思维方式，结合儿歌的特点及性

质，笔者把儿歌最主要的价值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价值 

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曾说过，好的儿歌是心灵鸡汤，它能

滋润儿童的心灵，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儿歌作为幼儿较早接触的文

学形式之一，被誉为儿童专用的“精神食粮”，是最具“人之初文

学”意义的文体。2 进入幼儿园以后，儿歌是教师组织教学的重要文

学形式，儿歌简单易懂，活泼有趣，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容易学会，

故深受幼儿喜爱，由此可见，在学前儿童学习阶段，儿歌的文学教

育价值是其他文学样式无法替代的。儿歌独有的文学价值，不仅能

用简单的方式教会幼儿知识，还能陶冶情操，为幼儿以后学好语文、

写好作文打下坚实的基础。幼儿园儿歌教育活动很难被幼儿园的其

他教育活动代替，更不能被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忽

视。 

2.教育价值 

幼儿的生活环境相对简单，从生活中获得的直接经验有限，而

幼儿文学中的儿歌能够赋予他们生活的间接经验和日常生活的道

德规范、规则意识，扩大其视角，还能让他们懂得更多的科学道理，

丰富幼儿的精神世界，培养求知兴趣。通过学习儿歌幼儿能够了解

基本的科普知识，以浅显的方式明白自然界深奥的道理，加深他们

对美丽大自然的了解，激发对大自然的好奇心，提高他们认识大自

然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这也完全符合《幼儿园指导纲

要》中科学领域的目标要求：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发展

认识能力。3 

3.娱情价值 

幼儿的情感具有易感性，儿歌中鲜明的形象和生动的语言有强

烈的感染力，很容易引起幼儿的情感共鸣，幼儿在吟唱儿歌的过程

中，都会被儿歌和谐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所深深感染，让他们拥有

情感的熏陶和美的享受，以便完成情感的宣泄和心灵的补偿。就像

刘绪源先生说的：虽说儿童没有如成人那么复杂强烈的痛苦、悲愤、

压抑或狂喜，但儿童也有激情，也有压抑，也有受委屈和憋得难受

的时候，他们有需要宣泄；儿童虽说没有像成人那么苍凉沉寂的孤

独感，但他们更易感到孤独、更需要温暖、也需要补偿更多的爱。
4 孩子需要的是快乐的消遣，恰好部分儿歌具有强烈的游戏性，在

说游戏儿歌的过程中幼儿可以完成情感的寄托，唤起幼儿在现实生

活中的经验和记忆，使幼儿的审美体验得到升华。这种升华就是他

们将眼前的直接经验移向了作品中的遥远世界，在心中化作深沉的

回味和美妙的憧憬。 

4.启迪心智 

文学教育本质上是属于审美范畴的，儿歌所具有的审美价值，

能够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提高幼儿对美的感受力，让其获得审美

和精神的愉悦，实现心灵和自我的释放。有的儿歌富含丰富的想象，

描述了大千世界的多彩多样，幼儿在学习儿歌的过程中可以了解自

然界，认识生活，启迪思维。在有些儿歌的美好的画面中，幼儿想

象某种场景，其实是一种对美的感知、美的享受，美的体验、也是

审美情感的升华，它启迪幼儿的心智，让幼儿认识大自然，了解大

自然、走进大自然，体验大自然的神奇与无限魅力，它还让幼儿的

心灵深处就像这勇敢的蒲公英一样，心灵深处怀着一颗有力的种

子，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 

三、幼儿园儿歌教育活动存在额问题和儿歌教育活动的可
变性 

（一）目前我国幼儿园儿歌教育活动存在的问题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儿歌教育被大部分幼儿园忽视，使幼儿园的

儿歌教育活动出现了许多问题，概括起来，目前我国幼儿园的儿歌

教育活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儿歌教学内容的定位不够准确 

有些教师认为儿歌就是说唱游戏，只要让幼儿会说就可以了，

至于幼儿是否理解了儿歌具体内容、活动是否完成了对幼儿的各方

面教育目标，从来都不会特意关注，而且在选择儿歌类型是也缺乏

科学性和协调性，只选择某方面的或者内容单一的儿歌，而且对儿

歌教学内容的定位不准确。我们知道，滋养幼儿精神世界、构筑幼

儿心灵的最好食粮之一就是优秀而经典的儿歌，儿歌选择的质量实

质上从某个层面反映了选择者的教育观念，所以幼儿教师要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念，把握儿歌的内容，为幼儿选择值得幼儿学习的儿歌。 

2.儿歌教学的方式方法偏向简单化、教学的目标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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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许多儿歌教育活动中，幼儿学习儿歌的方式只是简单

的言传说教，教师多教几遍儿歌，只要幼儿记住了儿歌内容便算是

成功的完成了教育活动目标。这显然不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儿歌

教育活动的方式方法简单，而且识记性的内容过多，增加了幼儿的

学习难度。黄路明认为：“儿歌的艺术魅力在于它能对幼儿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它不仅仅是对幼儿进行简单生硬的说教，而是让幼

儿在听赏念唱的欢乐中接受教育，因此儿歌中蕴含的真、善、美对

于幼儿美好心灵的形成，对于陶冶幼儿的情操、培植幼儿的个性，

健全幼儿人格有着难以言表的作用。”5 

3.儿歌教育价值的开发滞后、教育活动的创新度不够 

有些幼儿教师把儿歌仅仅限定为“儿歌”来简单地组织活动，

认为儿歌不足以给幼儿教育启示，大多时候把儿歌安排在课间活动

中或者过渡环节，对儿歌教育活动的创新度不够，没有完全挖掘儿

歌的教育价值，亦尚未发现儿歌对于幼儿的特殊价值。儿歌有不同

的形式、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作用、不同的教育价值，因此教师进

行儿歌教学时，应根据幼儿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特征和幼儿的兴趣

与需要选择类型多样的儿歌，设计具有开放性、启发性、创造性的

问题，给幼儿留有广阔而丰富的想象空间，保护好奇心，激发幼儿

的求知欲。 

（二）幼儿园儿歌教育活动的可变性 

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幼儿园的儿歌教育活动的方式、内容、体

裁都比较单一，结合幼儿的学习特点和儿歌的特点，我把幼儿园儿

歌教育活动的可变性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儿歌教育活动与动作的结合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幼儿园组织幼儿学习儿歌的方式只是简单

的说或者唱，很少有其他相应的动作，这给幼儿记忆较长篇幅的儿

歌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幼儿的思维尚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只能

借助具体的动作和事物进行形象思维，倘若给儿歌配上恰当的动

作，幼儿学习儿歌的难度就会减小很多。把儿歌和动作结合起来，

让幼儿在具体形象、生动有趣的动作中轻松的学习儿歌，既减小了

幼儿的学习难度，同时也增添了学习趣味，这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2.儿歌教育活动与其他领域的结合 

《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语言的发展与其情感、经

验、思维、社会交往能力等其它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发展

幼儿语言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互相渗透的各领域的教育，在丰富多彩

的活动中去扩展幼儿的经验，提供促进语言发展的条件……教育活

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

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

于生活、游戏之中。”1 维果茨基认为：任何符号系统学习的原理都

是相通的。根据《刚要》及维果茨基的观点，幼儿教师在进行儿歌

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最好应把儿歌教育活动与其他领域结合，比如与

游戏、数学、体育活动等结合。 

（1）儿歌教育活动与游戏活动的结合 

简单来说，游戏歌即幼儿玩耍时念唱助兴的儿歌，不同于其他

类型儿歌的最大区别在于它能组织游戏，维持和协调幼儿在集体游

戏活动中的动作，使幼儿的行动统一起来，更好的把握游戏的过程。

毫无置疑，游戏是幼儿最喜欢、最基本的活动方式，重要的是，幼

儿在游戏中也离不开语言活动，即使是独自游戏，也有内化的语言，

更别说合作游戏和联合游戏了。在幼儿园的儿歌教育活动中，倘若

教师选用类型丰富多样的游戏类儿歌，既能增添游戏的乐趣、满足

幼儿对游戏的兴趣和需要，又能方便教师教学，同时还可以帮助幼

儿学习儿歌，理解儿歌内容，以便更进一步体会儿歌的现实意义。 

（2）儿歌教育活动与数学活动的结合 

数学是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学习活动，学习数学需要一定的逻

辑思维能力，而幼儿的思维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数学型儿歌可以

帮助幼儿更容易地识记数字，提高幼儿对生活中及周围事物的数、

量、数量关系的感知与理解，初步构建数的概念，而且还能让幼儿

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游戏中和生活中的简单问题，逐步提高

幼儿对数学的兴趣。有些学者在给儿歌分类时，仅仅把含有数字的

儿歌归为数字类儿歌，忽略了数学认知类儿歌，笔者认为，数学类

儿歌既包括数字型儿歌，也包括数学认知型儿歌。把儿歌与数学教

育活动结合起来，运用数学型儿歌丰富和发展幼儿的数学知识，通

过儿歌的形式促进幼儿数概念、数运算能力和思维的发展，同时也

能提高幼儿在实际生活中的数学应用能力，为进入小学更轻松的学

习数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3）儿歌教育活动与体育活动的结合 

《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指出：“要根据幼儿的特点组织生动有

趣、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吸引幼儿主动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户

外活动和体育游戏，培养幼儿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习惯。并用幼

儿感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作，提高身体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

寓儿歌于体育活动中，可以增添体育活动的趣味性、具体性和生动

性，幼儿也能通过已熟知的儿歌想起相应的动作，以体育活动的形

式感受儿歌的无限魅力。这样既能突显儿歌的实用性，也能激发幼

儿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增强其体质、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协

调发展。我们知道，好模仿是幼儿显著的心理特征，模仿小动物对

幼儿来说相当有趣。如教师在组织幼儿做早操活动时可以借助有小

动物的儿歌，幼儿可以模仿小鸟“飞”、模仿小兔“跳”、模仿马儿

“跑”，在模仿的过程中幼儿学习有助于身体发展的各种动作，同

时能再次熟悉儿歌内容，这完全符合通过动作来学习的方式与方

法，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结语 
笔者通过查阅儿歌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目前幼儿园儿歌教育

活动的现状，以文学的视角审视幼儿园儿歌教育活动的价值，总结

了儿歌教育活动的可变性和丰富性。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中，有入

园、晨检、早操、进餐、教学、游戏、体育活动、户外活动、盥洗、

如厕、午睡、加餐、离园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之间的联系紧密，

每个环节又不可缺少，教师可以在这些环节中实施儿歌教育活动。

因此在幼儿园的儿歌教育活动中，应增大文学形式的儿歌教育活动

比例，选择形式丰富、类型多样、艺术感强、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

趣味幽默、有教育意义、能够启迪幼儿心智、具有审美价值的儿歌。

在语言教育活动领域中，把儿歌教育放在文学教育活动的重要位

置，突显儿歌不可代替的宝贵价值，同时也应在其他领域如：健康、

社会、科学、艺术领域中渗透儿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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