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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歌作为语言活动的重要形式,是幼儿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之一,教诲类儿歌是儿歌众多分类

中的一种,不仅承担对幼儿语言教育的责任,同时也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载体。因而,如何利

用教诲类儿歌对幼儿进行更好的教育是我们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阐明了教

诲类儿歌的概念及其内容；其次论述教诲类儿歌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随后对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探讨并最后提出相应的教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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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诲类儿歌的概念及主要内容 

1.1教诲类儿歌的概念 

教诲类儿歌主要是指采用韵语的形

式,以低幼龄幼儿为主要接受对象,以教

育幼儿为主要目的,含有教育性功能的

“歌谣体”诗歌,是通过对人、事、物的

描写、吟唱和朗诵让儿童知晓社会中约

定成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掌握社

会中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1.2教诲类儿歌的主要内容 

教诲类儿歌主要有懂礼貌、育习惯、

亲社会、守规则这四个部分共同组成。 

1.2.1懂礼貌类的儿歌 

懂礼貌为主题的儿歌主要是向幼儿

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礼仪规范,要求儿童

待人和善,和睦相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就是礼仪之邦,懂礼貌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美德。懂礼貌的内容包括：掌握文明

礼仪行为举止规范,恪守规则、热情待

人、尊敬师长、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等

方面。例如教诲类儿歌《你好》、《亲爱

的朋友》、《好孩子》等等。 

1.2.2育习惯类的儿歌 

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更加关注的是儿

童良好习惯的养成,基本生活习惯的培

养尤为重要的是,以此来教导儿童养成

良好的日常习性和卫生习惯。育习惯的

内容包括：守时惜时、勤俭节约、学习

习惯、个人饮食、运动睡眠习惯等方面。

如儿歌《小牙刷》、《洗澡歌》、《快快来

洗手》等等。 

1.2.3亲社会类的儿歌 

亲社会形态类教诲类儿歌主要是指

含有亲近社会,爱祖国、爱他人、帮助他

人或对他人有益行为的教育性功能性儿

歌。其内容包括：关心、同情、合作、

分享、谦虚、帮助等精神品质。如教诲

类儿歌《我爱我的幼儿园》、《见面歌》、

《亲爱的客人朋友》。 

1.2.4守规则类的儿歌 

守规则主题类的教诲类儿歌,主要

是指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愿意遵守的道

德规范或行为规则类的儿歌,在教导幼

儿各种礼仪的同时,也将社会中各种规

章制度融入儿歌里,让儿童在诵读儿歌

的同时,也自觉规范自已的行为。比如教

诲类儿歌《红绿灯》、《轻轻地走路》、《交

通安全歌》等等。 

2 教诲类儿歌在幼儿园教育中

的应用 

2.1应用于幼儿园的教学活动 

在教师的日常教学中活动过程中,

不少幼儿会在某一环节感到枯燥乏味,

便会导致幼儿注意力的不集中。因此,

可以利用教诲类儿歌作为导入环节,中

间过渡或者是最后的总结环节来帮助教

师更好的开展教学活动,将教诲类儿歌

与游戏、音乐故事的创编相结合引起幼

儿的学习兴趣,帮助幼儿理解音乐、舞蹈

或故事背后的深刻含义,使幼儿在得到

快乐的同时还能学到知识。如教诲类儿

歌：《乌鸦喝水》、《三只小猪》等等就是

通过和故事结合的方法,教导儿童一些

需懂得道理和故事背后的寓意。在幼儿

园日常生活和教学活动中,教诲类儿歌

应用及广,常常和幼儿的语言教育活动

一起开展,通过吟唱、诵读等多种方式进

行,和其他学科加以整合,来共同促进幼

儿的发展。 

2.2应用于幼儿日常生活教育 

教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可以把

一些生活情节中的细节放进教诲类儿歌

里,如：吃饭、洗手、睡觉等一些常见的

生活行为,孩子们可以边背儿歌,边进行

日常生活教育,更有利于调动幼儿的学

习兴趣。如儿歌《好宝宝》、《吃饭歌》

《洗手》等等,这些儿歌生动有趣,适合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吟诵,有利于幼儿养

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教诲类儿歌的教育不止是可以作为

一种教学手段或方式加以作用,而更应

成为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加以整合作用,

在形式上赋予更多的途径,在内容上更

贴近时代的步伐,渗透进幼儿生活的方

方面面。 

3 教诲类儿歌应用过程中存在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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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整体缺乏重视,认识不足 

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过程中,有针

对性的关于教诲类儿歌的教育和研讨活

动非常少,且无法满足幼儿的发展需求。

原因是幼儿园缺乏重视,教师自身的掌

握儿歌的数量有限,不知道如何合理地

利用儿歌进行教育,无法通过教诲类儿

歌促进幼儿语言、认知和思维等方面的

能力发展。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儿歌是“哄

孩子玩的东西”,无需多加培养。甚至有

的教师以自已的教学准备为中心,没有

设身处地的从幼儿的角度思考问题,所

选的儿歌有可能是过时的、繁杂的或者

是幼儿根本不感兴趣的儿歌。造成幼儿

学习教诲类儿歌的兴趣低下,家长和教

师不重视儿歌的教育,所以我们应该重

视培养幼儿喜爱教诲类儿歌的积极性,

引导幼儿去发现教诲类儿歌的魅力。 

3.2教学方式单调,方法单一 

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中,多数教师

的教诲类儿歌教学活动方式单调枯燥,

大多数采用传统的诵读吟唱方式进行,

教学工具的选择也非常少,缺乏创新性,

缺少了对幼儿的鼓励和引导,吟读过后

便开始其他的教学活动,没有继续拓展

儿歌的深层内涵,很少采用游戏的方式

加以配合,教诲类儿歌的教学活动就变

得单调枯燥。之所以有此种现象,一方面

是因为教师的工作繁忙,工作任务多,进

一步的是教学会耽误其他教学的时间。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教师缺乏教育教

学经验或者是技巧,她们不知道如何进

一步引导孩子,如何采用新颖的方法来

完善教诲类儿歌教育教学活动。 

3.3活动目标偏差,缺乏整合 

教诲类的儿歌教学属于幼儿的语言

领域教学活动的一部分,幼儿园教师在

开展教学活动,制定目标时,常没有很好

的认识儿歌的本质特征,只是认为幼儿

会吟诵,会背教诲类儿歌就可以了,其他

深层的含义幼儿不需要掌握的,这样会

背离教诲类儿歌的本质,脱离了幼儿园

的教学目标。其次教师在教学以后,不懂

得与其他的学科加以整合,只单纯的停

留在了表面。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教育

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幼儿更好的

学习和成长。教诲类儿歌更应和其他学

科一起整合学习,在理解的基础上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 

4 教诲类儿歌教育的策略研究 

4.1加强教师专业培训,进行深入

学习 

幼儿园和教师应重视教诲类儿歌在

日常生活中重要性,意识到教诲类儿歌

对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以通

过开展专业的有针对性的教学研讨活动,

对教诲类儿歌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同

时教师应丰富自身掌握的教诲类儿歌的

数量,在日常的生活教学活动中,合理地

通过儿歌促进幼儿语言、认知、情感等

多方面的发展。幼师首先应了解儿童,

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儿童真正感兴趣

的教诲类儿歌,这样儿童更愿意去接受

和学习,才能达到真正的教育。同时家长

也应为幼儿创造良好的听、说儿歌的环

境,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热爱学习和使

用教诲类儿歌。 

4.2创新教师教学方式,丰富教学

方法 

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教师不止

可以采用吟唱、诵读的教学方式,更可以

采用新颖的教学器具如：幻灯片,音频等,

还可以通过和绘本结合起来或者角色扮

演活动结合起来,使用多样化的教学用

具和日常的游戏配合起来进行教学等

等。教学也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可以促进

幼儿更好的学习和成长。“幼儿是一个独

立发展的个体,只有在主动有趣的活动

中,幼儿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作为新

时代的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逐

步“潮流”起来,选择幼儿喜爱的方式去

交流和学习,这才是教育的真正本质。 

4.3落实教学活动目标,进行系统

整合 

教诲类儿歌活动属于语言教学活动,

幼儿园管理者应重视《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的指导作用,教学活动目标的制定

应从“知识和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考虑。组

织教师对《指南》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

将语言活动目标进行更加完善的落实,

同时教诲类儿歌更应当成一种课程资源

加以整合,和幼儿园其他教学活动如音

乐、科学和角色扮演等一起自然交融,

在各门学科中有机渗透,推动幼儿更好

的学习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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