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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在幼儿民间游戏组织中运用的初步研究 
◆魏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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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谣和民间游戏是人类在发展中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产物，伴随

着我国历史文化发展，流传至今的童谣和游戏丰富多样。因为地域、民

俗、生活方式的不同，各地区的童谣和游戏大不相同，形成了各具地方

特色的民俗文化。人们在口口相传中，将带有教育和启蒙意义的文化方

式延续下来，成为了幼儿学龄前阶段必不可少的娱乐和学习活动。本文

从童谣与幼儿民间游戏有机结合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童谣与民间游戏的

运用方式以及对取得的效果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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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童谣朗朗上口，游戏趣味十足，当童谣结合游戏，一种具有

教育和锻炼的幼儿活动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民俗文化。在幼儿民间
游戏中，如果用讲道理、讲概念的方式来对幼儿阐述游戏规则，
想必难度较大且不易被接受。那么童谣就在游戏组织中承担着制
定规则、进行游戏、提示动作、提出解决办法、烘托气氛等责任。
由此可知，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可以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的内容规则运用 
童谣和民间游戏在传承至今，种类与样式纷繁多样。简单来

说，有的童谣从民间游戏中衍生，有的为幼儿民间游戏做辅助[1]。
《石头剪子布》这样简单的童谣可以说是在对所有民间游戏的规
则制定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石头剪子布，石头砸剪子，剪
子剪碎布，碎布包石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童谣中包含着对
游戏的解说和胜负规则的判定。石头赢剪子，剪子赢布，布又赢
石头，在这样一组循环式的游戏中，通过童谣可以简单明了的阐
述清楚游戏内容与规则。这首童谣通过顶针的手法，将游戏的内
容规则结合，对于幼儿来说容易接受并且针对其他游戏来说是一
个分出胜负或顺序的存在。 

简单易懂的童谣映射着游戏的规则和内容，也锻炼了幼儿的
反应能力和思考能力。在游戏中，如果想要赢得胜利，那必须通
过童谣分清楚如何区分胜负。虽然在这首童谣和这个游戏中，只
有三个关键词和动作，但却有许多组合和玩法。《石头剪子布》
这首童谣，具有典型的对游戏组织中内容规则运用的特点。 

通过童谣中内容来确定游戏的内容和规则的例子还有《黑白
配》，“黑白配，男生女生配”，用手掌表示白色，手背表示黑色，
而出示相同颜色的即为同一队。这首童谣将游戏中的队伍划分规
则阐述的一清二楚，诸如此类的在幼儿民间游戏组织中充当内容
规则制定者的童谣还有很多，这些童谣在幼儿中极具感染力和传
播性，属于公认存在，幼儿通过这种类型的童谣在民间游戏中划
分队伍、排出顺序、区分胜负。 

二、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的语言引导运用 
童谣中包含着许多文字和韵律，也体现着民俗文化，童谣不

仅可以影响幼儿识字、说话，也能促进幼儿思维、动脑能力的发
展。《木头人》是一个典型的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的语言引导
运用的例子，通过前面所说的内容规则运用的童谣决出顺序或胜
负后，一人在终点扮演闭眼讲“一、二、三，木头人，不许说话
不许动”的角色，其余人则需要从起点向终点前进并且在《木头
人》结束后，保持当前姿势不许动，否则就会出局。那么在这类
游戏中，童谣就具备语言引导的特点，通过童谣的语言引导，游
戏则会顺利有序的进行。童谣不仅在民间游戏组织中起到了语言
引导运用的作用，还在对幼儿的行为引导中起到了很大作用[2]。 

幼儿在学龄前阶段，缺乏自主能力和管理能力，在无序的游
戏中可能会发生无限可能，当游戏场面不可控时，只需要组织者
将“一、二、三，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这首童谣融入进去，

幼儿自然会对这种方式的行为约束会产生反应。这种童谣和游戏
的结合方式渗透进在对幼儿教育中取得有效成果。在许多童谣
中，带有动作性的词语往往会结合民间游戏进行。例如《丢手绢》，
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谣，同时丢手绢游戏也是为人熟知
的。通过童谣中，“丢”这个动作，在游戏中，幼儿会明确游戏
的玩法，将会在童谣中“轻轻的放在”时将手绢放在小朋友的背
后，而童谣中的“大家千万不要告诉他”会引导幼儿不要将结果
告知其他人。通过童谣中的语言引导，民间游戏在个人竞技和团
队融合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的韵律节奏运用 
“小汽车，滴滴滴，马兰开花二十一”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

跳皮筋专属童谣，跳皮筋是幼儿阶段最受女孩子欢迎的游戏方
式。这种游戏简单易学，不受道具场地限制，只需要跟着童谣节
奏跳出动作即可。童谣中的韵律节奏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童
谣以朗朗上口，押韵易读著称，对于幼儿来说具备记忆点和趣味
性。在跳皮筋游戏中，节奏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就会混乱或跳错，
所以具有节奏感和韵律的童谣在动作性较强的民间游戏组织中
具备协调节奏的作用[3]。《拍手歌》同样是一首典型具备韵律和节
奏的童谣，在《拍手歌》中，幼儿会根据韵律和节奏进行手心手
背拍打的配合动作，并且通过童谣和游戏相结合，幼儿在识数和
理解方面会得以进步。 

四、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的形式气氛运用 
游戏是最好的寓教于乐的方式，在游戏中幼儿不仅仅可以得

到放松，也可以学习到生活知识，锻炼思维方式，建立社交能力。
《老鹰捉小鸡》这首童谣在游戏中非常受到幼儿喜爱，“天上老
鹰飞，地下小鸡追”，当幼儿们排着队拉在一起时，面对扮演老
鹰的角色捉人时的情景，游戏的趣味性达到高潮，作为游戏的气
氛推向顶点。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的形式气氛运用必不可少。
《跳竹竿》《大鱼吃小鱼》等童谣民间游戏趣味性和气氛烘托的
典型代表，童谣在民间游戏组织中起到了渲染气氛、营造气氛的
作用。童谣自身具备传播性，游戏具备娱乐性，往往童谣会结合
游戏进行，经常会出现一首童谣匹配一个游戏或一个游戏出现不
同童谣运用的场景。这说明童谣具备地域性，各地区流传的童谣
都是具有地方语言或人文特点，在游戏中，童谣作为主导或辅助
已经不重要，因为童谣为游戏带来了生命力和典型特色，当幼儿
在游戏中唱着童谣时，已经是对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的提高[4]。 

五、结束语 
童谣和民间游戏存在互相主导和辅助的关系，两者相辅相

成，童谣通过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等特点为民间游戏提供了表达
方式；民间游戏通过具象真实的活动为童谣进行实践，二者对于
幼儿教育有着重要作用。童谣中渗透着各地区的风土人情、地方
特色、自然社会道理等内容，童谣在对幼儿民间游戏的组织中蕴
藏着丰富的理论知识，是可以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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