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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快乐手指谣，巧玩促发展 
◆邹佳洁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海润幼儿园  315202） 

 
摘要：手指游戏是幼儿参与积极性最高的一种游戏，是指幼儿边说儿歌

边用手指做出缠、绕、张、合等各种模仿动作，它能调动幼儿听、说、

想等各种器官，培养幼儿手指的灵活性及手眼的协调能力，发展幼儿的

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及思维能力。研究表明，如果你想要一个心灵手

巧的宝宝，那么一定要让你的宝宝玩一些手指游戏，因为手指游戏可以

训练孩子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并且能帮助幼儿快速入静，通过手指游戏

和静定训练，能动能静，最重要的是可以快速提高记忆力，左右脑同时

提升，全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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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幼儿在 3 到 4 岁之间，正是其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

时期里，幼儿的词汇量会迅速增多，然而，对于幼儿来说，一天
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幼儿园里度过的，教师应该要好好把握幼儿的
这一时期，小班幼儿正是处于这一个时期内，教师要尽量让幼儿
敢说、多说，那么，怎样的语言训练更易被幼儿接受呢？我觉得
应该让幼儿在游戏中得到语言方面的锻炼，手指游戏正是一种操
作性游戏，不但十分有趣好玩，而且能够锻炼幼儿手部小肌肉群，
促进大脑和手的协调性，促进手口一致。 

一、快乐手指谣稳定小班幼儿的入园情绪 
幼儿走出家庭，第一次进入幼儿园生活，面对陌生的环境，

很多幼儿都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分离焦虑”，哭着、喊着要回家，
好听的音乐，好玩的玩具都吸引不了他们，于是，我用尽全身力
气，用我最响亮的声音念儿歌，再加上手指动作，做起了《手指
变变变》的手指游戏，里面用手指模仿小动物的各种形态，再加
上小动物的各种叫声，深深将幼儿吸引住了，幼儿停止哭闹，看
着我一遍又一遍地手指变变变，在教师的鼓励下，很多幼儿也伸
出小手跟着我一起做。 

开学那几天，只要一空下来，我就带着孩子们做各种手指游
戏，教室里欢笑声一片。而且家长也来反应，幼儿回家很开心地
摆弄自己的小手，并且还念儿歌，最后还很自豪地说这是幼儿园
老师教的，幼儿越来越喜欢上幼儿园了。 

二、快乐手指谣培养小班幼儿的语言能力 
《幼儿园教育纲要》指出：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

起来的。幼儿的语言关键是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
说、有机会说并能得到积极应答的环境，孩子只有在大量的语言
实践中，才能逐渐掌握语言这种交际工具。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对于儿歌的学习，我曾经做过这样一
个实验，让幼儿学习一首非常简单的儿歌《五只小猫咪》，首先，
我端坐着示范念一遍儿歌：“五只小猫咪，睡的香香的，起床时
间到，喵喵喵喵喵。”让幼儿跟我念 3 遍，结果是声音一遍比一
遍轻，很多幼儿开始注意力不集中，自管自地玩起来，没人开口
在念儿歌，最后孩子们只记住了一句“喵喵喵喵喵”，其他儿歌
的内容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孩子不肯开口说，语言能力就不能得
到很好的锻炼。后来我改变方法，给这首儿歌加上了几个简单的
手部动作，边念儿歌，边做手指游戏一遍，当我示范的时候，很
多幼儿不由自主地跟着我做动作，并尝试轻轻地跟着念儿歌，当
第三遍做这个手指游戏时，已经不用我做，孩子们自己就能够边
念儿歌边做手指游戏啦。幼儿就在在不知不觉玩手指的过程中，
学会了一些字的发音，训练了语言能力。 

三、快乐手指谣发展小班幼儿小肌肉动作的灵活性 
意大利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论述：“人

的特征之一就是自由，人能自由地运用他的手，这只手不只是运
动的手段，而且是智能的工具，手使心灵得到舒展，使整个人与
他的环境建立特殊的关系。”而《纲要》也指出：“幼儿园健康目
标之一就是动作协调、灵活。用幼儿感兴趣的方式发展基本动作，
提高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小班幼儿
好模仿，喜欢不厌其烦重复某一动作的特性，提供一些丰富的手

指游戏。 
每一个手指游戏，都蕴含着丰富的手部动作。人们经常会用

“心灵手巧”来形容一些孩子，而且心灵手巧的孩子还特别聪明，
因为对于幼儿来说，双手越灵活，大脑得到的刺激和锻炼也就会
越多，让孩子动手相当于让孩子动脑，能够促进幼儿脑部的发育、
发展，因此，很多家长都让孩子去学画画、手工，让孩子多动手，
就能变得更加聪明。手指游戏在儿歌的配合下，手部肌肉的运动
变成了趣味游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获得双手动作的发展。例如，
小班的《手指宝宝做运动》，在双手握拳、五指弯曲、张开、指
尖捏拢、双拳敲打中发展幼儿的小肌肉群。又如小班的《睡觉歌》，
通过逐个弯指、翘指发展孩子的手部小肌肉。再如小班的《五指
歌》，小朋友通过有趣的手部弯曲、伸展、摆动表现出不同的物
体，促进小肌肉的发展。手指游戏不仅使幼儿的动作日益协调，
而且使他们的心智也日益发展起来。 

四、快乐手指谣提升小班幼儿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幼儿园教育纲要》指出:"数学学习扎根于儿童的生活和经

验。" 由于小班幼儿年龄比较小，他们对数的认识、理解、记忆
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教师要借助手指游戏创设生活经验来帮助
幼儿学习简单的数学。例如，小班学习 5 以内的数时，教师融入
手指游戏《五只猴子荡秋千》，幼儿在猴子被鳄鱼一只一只吃掉、
减少，学习理解数的概念。以前没学这个手指游戏前，幼儿对数
的概念比较模糊，对 5 颗糖果吃掉一颗还剩下几颗？回答是五花
八门，做了一阵子《五只猴子荡秋千》的手指游戏以后，当我再
问幼儿这个问题时，幼儿的回答都是正确的，甚至个别幼儿举一
反三，动动手指，已经能做 5 以内的加减法了。小班幼儿还会出
现这样的事情：鞋子左右穿错，勺子和笔不知道拿哪只手等等，
《包子卷子》这个手指游戏，能帮助幼儿来区分和认识左右。 

通过这一年以来对手指游戏的进一步接触与学习，我发现，
我们班的幼儿在动作、思维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进步，特别是在
语言表达能力上，为以后的语言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幼儿对手
指游戏也有了较多的认识，并发现学习手指游戏有很多的乐趣，
通过做各种各样的手指游戏，不仅锻炼了幼儿手部的灵活性、协
调性，使幼儿脑部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增加了同伴之间的交
流。教师还常常让个别幼儿做“小老师”，带领其他幼儿一起做
手指游戏，调动了幼儿学习手指游戏的积极性。因此，将手指游
戏融入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与学习中，挖掘其内在教育价值，发挥
其教育作用，让我们的孩子好好地、开心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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