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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培养兴趣，精选教法，提高章哈教学活动实效 
◆马  琼 

（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民族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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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6 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的“傣族章哈”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章哈文
化是傣族人民一种传统文化的成果，是傣族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
重要支撑的精神粮食，在傣族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
我园地处村寨周边，具有丰富的章哈资源。传承民族文化，就必
须从小抓起。在章哈教学中实施自主学习，要坚持从培养幼儿兴
趣出发，精选一些妙趣横生、有趣味的教法，让幼儿多听多唱，
放手让幼儿在章哈的环境中学习章哈、理解章哈、感悟章哈、表
现章哈。真正给幼儿一个展示的舞台，一个锻炼的机会，一个成
功的体验。 

在倡导让幼儿主动学习、让幼儿成为学习的主人的今天，你
教我学、你说我听的单一教学模式越来越多地被生动活泼和富有
儿童情趣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所代替。然而，如何在你教我学的
章哈活动中发挥幼儿的主体性，使枯燥平淡的章哈教学变得生动
活泼和富有儿童情趣，是不少教师感到困惑的问题。笔者认为在
章哈教学中培养兴趣，精选教法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一、创设情境，培养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 
要想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挖掘每个幼儿的潜能和

智慧，教师就要创设一定的情境，使他们获得直接的体验，并激
发其创造的欲望，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1、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只有使幼儿处在形象活泼的章哈氛围中，才能受到良好的章

哈熏陶，达到 佳的教学效果。著名教育家杜威也提出：“为了
激发幼儿的思维，必须有一个实际的经验情境，作为思维的开始
阶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需要，创设适于实际的
教学情境，引导不同层次的幼儿通过动脑、动口等多种途径积极
参与教学过程，把幼儿带入情境之中。低年级幼儿好奇心强，注
意力容易分散，采用电教媒体创设情境，直观形象，极易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因为电教媒体能产生活跃的动态画面，使内容更充
实、更形象、更生动、更具有吸引力，从而给幼儿以思维上的启
迪，触发幼儿思维的灵感，为幼儿插上想象的翅膀，为积极、主
动地学习创造条件。导入就是引发幼儿对章哈产生兴趣及热情的
导火线，也是幼儿体验章哈和参与章哈活动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2、利用教具，培养兴趣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讲过：“兴趣是 好的老师”。教学中

如何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引发好奇心，这是一门技巧。如：利用
美丽的画面，动听的歌声去看、去听，充分调动幼儿的视觉和听
觉器官，更形象直观地感受章哈、理解章哈，让幼儿充分发挥想
象力，扩大章哈视野。教师随时抓住幼儿的注意力，善于摸索、
分析幼儿心理，了解幼儿的心态，这样才能不断激发幼儿的学习
热情。所以，我们在章哈教学中应努力营造章哈氛围，引导幼儿
抓住章哈特点，“读”懂章哈，感受章哈。 

低年级幼儿的年龄小，思维能力弱，但感性认识相对较强，
生动、鲜艳的教具格外被孩子们所喜爱。因此，在课堂教育中，
运用与课文内容有内在联系的直观教具，既形象直观，给幼儿留
下清晰的表象，为感知、理解知识创造条件，又可激发幼儿学习
新课的浓厚兴趣，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教具虽小，但作
用甚大，合理的利用教具，让幼儿在情境中掌握了知识，让幼儿
在妙趣横生的教具中发展思维，提高了想象能力。实践证明，在
教学中根据幼儿的心理特点，借助实物、图片、录音设备等现代
教学手段，能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让认识从无声走向有声，从
单调走向多彩，从单一走向多元，极大地丰富幼儿的心理活动，
获得更为新奇、深刻的印象。 

教无定法，在教学过程中勤思考、勤总结，灵活运用各种方
法， 主要的是抓住幼儿的兴趣，以兴趣为师，能有效提高幼儿
的积极性，让幼儿主动学习。 

二、精选教法，快乐学习，提高章哈教学实效 
儿童如同一株花苗，要浇之以爱，灌之以鼓励，她才能绽放

美艳的花蕾。因此，章哈教学活动应有意营造一种非常宽松、活
泼、自由的氛围，以民主的态度，商量的口吻，指导幼儿进行章
哈活动。放手给幼儿一个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为他们营造一个
“自由王国”，使幼儿的思维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活跃状态。这
样，就可以充分激发幼儿的主体意识，使他们学得主动、学得开
心。 

1、创设舞台，展示自我 
心理学和教育学研究表明：“爱动”是儿童的天性。在学习

和生活中，儿童总是喜欢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亲手试一试。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为幼儿设置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是非常重要
的。在孩子们进行集体演唱时，我觉得老师应该为幼儿营造一个
“自由王国”。因为低年级幼儿通常是活泼好动的，在教学教育
活动中，应灵活地运用多种多样的手段，为幼儿提供“动起来”
的机会，从而发挥幼儿的主体作用，以获得知识、掌握新技能。
让幼儿在无拘无束中展示自己的才能。顺其自然，依据幼儿的认
识天性，为幼儿留出课堂空间，就是为幼儿留出了快乐天地，为
幼儿留出了主动学习的时空，有了幼儿展示自我的舞台，课堂教
学会张弛有度，教学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2、趣味游戏，快乐学习 
无论是什么样的游戏对幼儿都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幼儿爱玩

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愿意参与教师为他们精心设计的游戏。培养幼
儿敢于表现的意识，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章哈课堂借助游
戏，使得教师乐之教，教的新，幼儿乐之学，学的活。教育在发
展，教学手段要革新，教学艺术要提高，我们教育工作者只有勤
奋钻研，投身教改，才能开拓一条成功的课堂教学之路！ 

3、以“赛”激趣促学 
好胜心强是幼儿的主要性格特点之一，而在激烈的竞争氛围

中，幼儿 易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孩子们在课堂上“表演唱”
就是利用这一点，实现教学目的。在我每次上章哈课时总是给幼
儿留出 5—8 分钟时间，利用此方法要求幼儿进行表演唱，取得
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还专门准备了很多小红花、小五星等，并
告诉大家：如果谁先会唱，唱得准确、流畅，表情动作好，谁就
能得到它。幼儿们积极踊跃，他们分成两人组、三人组或四人组，
互相监督表演唱，以便及时查找自己的不足；部分平时基础较差
的幼儿，请班上的伙伴帮助领着唱。现在全班幼儿对章哈课中所
学过的歌曲、舞蹈等内容，都能很熟练地表演下来。值得强调的
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从未做过任何要求，完全出于幼儿自己
的意愿。 

总之，在章哈教学中实施自主学习，要坚持从培养幼儿兴趣
出发，精选一些妙趣横生、有趣味的教法，让幼儿多听多唱，放
手让幼儿在章哈的环境中学习章哈、理解章哈、感悟章哈、表现
章哈。真正给幼儿一个展示的舞台，一个锻炼的机会，一个成功
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