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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土家族“肉连响”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推广与融合
覃 越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在习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普及的意义这一大环境下，为了研究在我们教育学生的过程中，

怎么对学生开展民俗文化的教育、怎么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幼儿园的教育中更好地开展民俗文化的教育，使民俗文化在学龄前儿童

中也能广泛推广，做到真正的普及，我们对土家“肉连响”在幼儿园中的推广与融合做了一番探索。希望借此次机会学习经验，总结方法，

让传统民俗文化在幼儿园的教育中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推广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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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活动”，在我们教育学生的过

程中，在习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与普及的意义的大环境下，我们总是在思考怎么对学生开展民俗

文化的教育、怎么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能够在幼儿园的教育中更

好的开展民俗文化的教育，使民俗文化在学龄前儿童中也能广泛推

广。所以怎样在幼儿园的教育中有效的进行民俗文化的推广与融合，

我们想要对此做一番研究，经搜索国内外文献发现此类研究较少，

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间。经过多方调查后得知，我们合作的一所幼儿

园在做土家舞蹈“肉连响”的推广，由此我们想借“肉连响”在利

川馨艺幼儿园推广的基础进行系统研究，让传统民俗文化在幼儿园

的教育中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推广和融合。

1 “肉连响”的基本介绍

“肉连响”诞生于湖北省利川市，在都亭、南坪、柏杨等地流

传较为广泛，是土家族群众流行的一种舞蹈和体育相结合的娱乐形

式，主要是用手掌有节奏的拍击额头、肩部、脸颊、手臂、手肘、

腰、腿等部位发出响声为表现形式，称人们称为“肉连响”。

“肉连响”以前也叫“肉莲湘”，因其动作与“打莲湘”这一

传统舞蹈相似而得名。后来因为其用手拍打肉体发出不同的响声这

一表现形式，人们又改称之为“肉连响”。这一舞蹈不分时间、季

节，春夏秋冬都只穿一条短裤和稻草进行表演，也不需要乐器伴奏，

就是以双手击打身体发出声音为动律发出整齐、清脆的辟啪声。“肉

连响”的舞蹈娱乐性极强，动作粗犷、诙谐，深受群众喜爱。

2 民俗文化在幼儿园的推广与融合相关研究

2014年 2 月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华文著的《民俗文

化学（新修）》中，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民俗文化的本体理论和专

题内容。该书在分类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

“民俗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一根本问题的本质认识；对民

俗文化的特征和功能进行了区别概括；提出了民俗文化的传播范式、

民俗文化圈、民俗的解释等概念和理论问题，建立起了我国民俗文

化学的基本框架结构和初步体系。”

西南师范大学的李姗泽提出：“学前教育应重视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以民间游戏为出发点”，阐述了儿童对民间游戏的内在

需求；以及民间游戏所具有的地方性、生活性、趣味性、随机性、

简便性的优势。随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提出，民俗文化的教育

价值不断被挖掘，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对这一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王雅婷（2019）提出对幼儿渗透本民族、本地域的优秀传统文化，

开展本土教育，是传承民俗文化的一种途径，同时能够培养幼儿热

爱家乡的情感，丰富园本课程。

3 “肉连响”传承人在幼儿园进行推广与融合的基

本情况

利川“肉连响”在 2008年 6 月国家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中。作为传承人的刘守红也在这时因地制宜构建了六

进+传承模式，六进就是进校园、进警营、进景区、进机关、进社区、

进村寨，同时他创办的利川馨艺幼儿园就是他的传承基地，在“肉

连响”的推广中他为馨艺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编创了一套简化版的“肉

连响”，通过这种方式既锻炼了孩子的身体，又推广了“肉连响”。

4 赴利川“肉连响”传承基地及利川馨艺幼儿园座

谈学习

我们在经历了一个半月的查阅资料、整理资料、集中讨论等环

节后，大家整理了一堆问题，并带着好奇的激动的心情去到了利川

“肉连响”传承基地去实地学习和调研。我们来到了利川馨艺幼儿

园，在“肉连响”传承人刘守红老师的带领下，对“肉连响”的发

展与推广，特别是在幼儿园的推广有了一个比较深入且直观的了解，

也跟着刘守红老师学跳了“肉连响”，感受了它的魅力。

在参观中我们了解到刘老师通过各种平台去推广“肉连响”，

特别是对于六进+的传承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看到了推广的一

些成效；在座谈中他也表达了想在幼儿园把“肉连响”与幼儿园教

育有效的融合，现阶段他在做的就是在幼儿园的活动中尽可能去融

入“肉连响”，比如孩子们的早操；想通过在幼儿阶段的推广，使

“肉连响”根植于小朋友心中，也想让他们从小就喜爱上“肉连响”，

从而达到推广和传承。

在现阶段，推广有一定成效，但方式较单一、融合度也不高，

可能正是因为缺乏一些幼儿园教育理论做支撑。经过座谈，我们双

方在谈话中逐步有了一些思想上的碰撞，对于怎么在幼儿园教育中

更有效地进行“肉连响”的推广与融合有了一些较清晰的思路。

比如，在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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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对“肉连响”的发展史、动作的特点、服饰的特点、体育健身

的特点、音乐节奏的特点等多方面来设计幼儿园五大领域的教育活

动，我们分别从五个领域做了一定的探讨，计划后期形成课程，试

验推广，希望借此可以在幼儿一日生活中更多元化地融入民族文化

的推广，起到宣传与传承的作用，让幼儿不再只是知道它是一个舞

蹈，不再仅仅只是会跳，让幼儿了解到它是可以通过语言、韵律操、

画画、游戏、表演等多种方式去了解它的文化、历史、服饰特点等，

让幼儿可以用更多的方式去认识它、表现它。酒肉我们艺术领域所

提到的，要引导和激发幼儿发现美、欣赏美、更要锻炼幼儿表现美、

创造美。这样孩子们才能真正的达到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这

样也才能让我们的民俗文化真正的融入到幼儿园的生活当中、学习

当中。

更深一层次地来说，对于刘老师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做园本课程

的好题材，可以以此为主题探索园本课程的开发。江苏省如皋市外

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刘芬的《幼儿园民俗课程班本化的实践探究》，

就该园《我知道的优秀民俗文化》课程进行了班本化研究，他们会

选择一些适合幼儿阅读的民俗故事让幼儿通过听、看、说、玩等形

式学习和感受故事中传递出的民俗文化，有意识地让民俗文化教育

融入幼儿周围的环境，那我们由此可以借鉴，在馨艺幼儿园可以利

用“肉连响”的发展史做成画册悬挂在幼儿园的大厅、走廊，幼儿

能够随手翻阅；用手工放置材料引导幼儿做具有“肉连响”特色的

服饰给娃娃等……这样孩子们对于“肉连响”的学习与认识就不仅

限于几个动作，也会因为各种形式的活动而感兴趣，更加激发了幼

儿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与探究。

而在园本课程的开发中我们又可以达到校园合作，双向推进课

程的研究，反之对于我们学校的教学也可以请刘老师去学校为我们

的学生开设特色课程。

目前对于“肉连响”相关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文献基础，但并列

搜索“幼儿园”时结果呈现为零。说明目前对如何在幼儿园科学、

适宜地开展以“肉连响”为例的传统民俗文化教育还是一个有待解

决的问题。也由此说明，我们选择的这一实践活动非常具有研究价

值。

我们将把本次社会实践作为起点，开启民俗文化在幼儿园教育

中的推广与融合的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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