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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快乐童谣，滋养课堂活力 
◆胡  静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摘要：幼儿教育是我国 为基础的也是 为重要的教育部分，它寄托着

所有家庭对未来的期盼。把民间的儿歌童谣融入到幼儿教育当中，将儿

歌童谣与游戏学习有效进行结合，就非常有利于开启幼儿的语言智慧、

培养幼儿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使幼儿们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

的同时，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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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颁布的教育指导中有非常明确的指示，幼儿教育必须
要对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正确指引幼儿深切感受国家的丰富
文化。适当的向幼儿介绍我国不同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其感知人
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在大量
吸收引入外来思想西方文化的同时，社会、家长特别是幼儿教育
工作者，普遍感觉到传统文化教育对幼儿成长发展的重要性，其
功能价值不可估量。儿歌童谣是我国文化宝藏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思想情感一直浸润着我们的心
灵，伴随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健康成长。 

一、儿歌童谣的内涵解读 
儿歌童谣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以生活化的内容、口语化

的语言形式发展传承下来，儿歌童谣包含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
区重要的思想文化与情感道德内容，保留了丰富而多元的人文与
自然共生的文化因素，因而具有特色而多元的教育价值。儿歌童
谣语言浅显、通俗易懂、叠词叠韵、富有节奏感，这种生动活泼
的语言形式，非常符合幼儿的口味，比较容易深入幼儿的心灵。
同时，童谣又富有浓郁的本土特色和生活气息，贴近幼儿的生活
实际，较易为幼儿接受。由于儿歌童谣所独有的特点，在幼儿语
言发展、行为习惯培养、道德情感感悟等方面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儿歌童谣的重要性 
儿歌童谣语言简单，通俗易懂，节奏感强，朗朗上口，其内

容和语言都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和理解能力，并且娱乐性、游戏
性很强，深受幼儿园小朋友的喜欢。所以，在幼儿园开展儿歌童
谣教学，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 

（一）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儿歌童谣的声韵自然活泼，音乐口语化，语言生动，结构简

单，句式简短，琅琅上口，所以十分符合幼儿生理、心理的特点，
极适于幼儿诵念传唱。所以，幼儿说了童谣，学话快、准，思维
敏捷，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可以说，童谣是培养孩子口语能力
的 佳教材，经常传唱儿歌童谣，必定能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
力。小朋友通过长期、多形式、多途径的欣赏、视听、朗诵、游
戏、表演这些琅琅上口的童谣，例如“马兰花”、“推磨磨”、“金

银 ”、“摇呀摇”等，幼儿的口齿更清楚了，发音更准确了。 
（二）利于逻辑思维能力 
幼儿阶段是孩子智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也

是发展逻辑思维能力的 佳时期，儿歌童谣具有完整的逻辑思维
结构，蕴含丰富的知识内涵，对开发幼儿的智力很有帮助。比如
数字中有些比较抽象的知识孩子不太容易理解，将儿歌童谣引入
教学中，化繁为简，变抽象为形象，帮助幼儿加深理解，巩固记
忆，例如民间游戏“荷花、荷花几时开”中的童谣:“荷花荷花
几时开?”(一月开)；“一月不开几时开?”(二月开)/“二月不开几
时开?”(三月开)/’’三月不开几时开?”(四月开)/’’四月不开几
时开?”(五月开)/“五月不开几时开?”(六月荷花朵朵开)。这首
童谣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不但帮助训练幼儿的反应能力，又
让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又快又好地接受
了不少常识。 

（三）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幼儿教育中，其 关键的是对幼儿进行的养成教育，即培

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通
过儿歌童谣的传唱，告诉孩子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应该怎样
做，不应该怎样做。例如“摇摇摇，摇元宵，我的元宵是宝宝。
穿红衣、戴红帽，不说话，总爱笑。吃饭不让妈妈喂，走路不让
爸爸抱。看见小鸟点点头，看见客人问声好。”这首儿歌童谣“摇
元宵”，由两名幼儿合作完成，将童谣融于游戏中，不仅教育了
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且又教育了幼儿从小‘懂礼貌，争做
文明人的良好习惯。 

（四）激发学习兴趣 
游戏是幼儿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幼儿 基本、 喜欢的活动，

具有浓厚的趣味性。它符合了幼儿好奇、好动的特点，在教学中
把儿歌童谣与游戏相结合，幼儿易接受，且随时随地自由结合，
在念念有词中常常不用任何道具就玩得很开心，这样能激发幼儿
的学习兴趣。例如儿歌童谣《小老鼠上灯台》活动中，首先，教
师播放童谣动画引起幼儿的兴趣。由于以游戏贯穿整个活动，幼
儿兴趣盎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 

三、教学策略初探 
（一）应材施教 
幼儿园孩子的年龄阶段性是非常明显的。如小班幼儿年龄

小，注意力和记忆能力较差。在儿歌童谣内容选择上，要选择一
些幼儿所熟悉的、接近幼儿生活的、有趣的儿歌童谣。同时，根
据不同的年龄加入适宜的新内容，不同活动增加适宜的儿歌童
谣，使幼儿既动口又动手，既动手又动脑，发挥了儿歌童谣的益
智作用。如《小老鼠上灯台》、《排排坐》等这类童谣。 

（二）创新教学方式 
儿歌童谣在幼儿园艺术课程中的组织与实施是其教育价值

实现的实质性操作，把它纳入到幼儿园艺术课程及其教学的组织
与实施过程中，实现儿歌童谣与幼儿园艺术课程的融合，它对幼
儿的教育价值才可真正获得有效的发挥。把童谣故事化，编出有
趣的故事情节，有利于幼儿理解、易于接受和掌握。如儿歌童谣
《小花狗与大石头》:“一只小花狗，出门走走走，碰到大石头，
跌个大跟头，骨碌骨碌碌……”编成故事:今天是星期天，小花
狗一大早起床，帮妈妈做了不少家务活，妈妈很高兴对小花狗说:
“你去找小伙伴玩吧，吃饭前回来。”出门时，妈妈叮嘱说:“走
路要小心啊!”幼儿听完故事后，觉得很有趣，激起了幼儿学习
童谣的兴趣。 

（三）巩固记忆 
家长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促进科研的开展，家长的参与使儿

歌童谣教学活动的开展更具有价值和意义。为提高幼儿的学习兴
趣和学习效果，我们让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儿歌童谣，协助幼儿
在生活中创编童谣。一方面丰富了教学内容，扩大了幼儿学习的
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让家长介入教学活动中，促进了亲子关
系的同时，提高了家园合作的质量。 

四、结语 
总而言之，儿歌童谣是属于儿童的，更是属于中国的。在学

习童谣的过程当中，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出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以
及想象力，更能提高幼儿的民族意识，培养民族情感，让他们充
分认识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所以，必须对儿歌童谣的有效教
学重视起来，这也是提高学前教育综合能力非常有效的一个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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