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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从古至今就与舞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有着不同的艺术形态，也有共同的审美特质。诗歌由于其本质与音乐

相合，不乏大量的童谣被编成动听的儿歌，又或者是配上好听的纯音乐，为融入幼儿舞蹈活动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诗歌元素在幼

儿舞蹈中的融入对于幼儿“实施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幼儿舞蹈活动更好地开展提供了新方

向与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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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融入幼儿舞蹈的价值

（一）诗歌与舞蹈

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毛诗 - 大序》记载“诗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中国古代，诗与歌

是分开来解释的，无音乐相合的为诗，有音乐相合的为歌，到

了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新华字典》对于诗歌的解释为“运用

有一定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作者思想情感的文学

体裁”。诗歌作为元素在幼儿舞蹈活动中进行运用，符合幼儿身

心特点和学习特点，一般包括儿歌、幼儿诗、古诗词等。

舞蹈是一种表演艺术，凡借着人体有组织、有规律的运动

来抒发情感的都可称之为舞蹈 [1]。幼儿舞蹈是指“通过幼儿表

演体现幼儿生活情趣、反映的是幼儿生活、思想、感情，是对

幼儿进行德、智、体、美等全方面教育的一种形象生动、富有

感染力、易于幼儿接受的艺术形式”[2]。幼儿舞蹈活动是指在

幼儿园中，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幼儿表演，体现幼儿生活情

趣、反映幼儿生活、思想、情感，以及对幼儿进行德、智、体、

美等全面教育的过程，幼儿舞蹈活动的开展就是幼儿舞蹈教育，

它指向幼儿集体教学活动的开展，其中也包括幼儿韵律活动。

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美学本质等方面来看，诗歌从古至

今就与音乐、舞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舞蹈、诗歌，

从艺术的角度看，是艺术形态迥然不同的三个艺术门类，从审

美的角度看，她们又有相近乃至共同的审美特征 [3]。“诗歌、舞

蹈和音乐是相互渗透的，有着统一的概念，它们形成了概念上

的整体论”[4]。舞蹈注重和音乐的融合，诗歌由于其本质特点也

可以很好地与音乐相合。幼儿诗歌同样如此，不乏大量的童谣

被编成动听的歌曲，又或者是配上好听的纯音乐，为诗歌元素

融入幼儿舞蹈活动提供了可行性。

（二）诗歌融入幼儿舞蹈的价值

1. 丰富幼儿审美与情感体验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更多的信息

充斥在生活当中，手机、平板等这些电子产品成为人们离不开

的工具，也成了许多孩子手中的游戏品，其中丰富的视觉刺激

与听觉刺激侵占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极易获取的信息使得一些

幼儿变得太“真实”，缺少了对真正美的感知以及最纯粹的童真。

诗歌运用美的语言为幼儿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美的意境，幼儿感

受着通过诗歌传递的情绪，欢乐、轻松、兴奋、安宁等等，幼

儿易于角色共情、易身临其境的特点也让他们对于诗歌的情感

更易产生共鸣，从而健全幼儿的情感世界，丰富幼儿的心灵美。

如诗歌《叶子的眼睛》，讲述山谷中阳光驱散浓雾，露珠在叶子

中闪着光芒的场景，其中“阳光就走进森林，脚步，很轻很轻”

为孩子描述了充满生命力的世界。审美的丰富是一个不断持续

的过程，利用诗歌独有的特点，积累感知经验，从而表达、创

造美。舞蹈也是美的一种，而美总是有相通的地方，诗歌中美

的丰富能激发幼儿对于舞蹈美的理解。

2. 发展幼儿语言能力

幼儿诗歌作为婴幼儿听赏且形体短小的歌谣，是幼儿最早

接触和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文学形式，因此幼儿诗歌是培养幼儿

倾听技能的良好素材 [5]。诗歌精炼的语言、讲究的韵律、较强

的节奏等都快速吸引幼儿的倾听，锻炼幼儿的倾听能力。同时，

诗歌中运用着大量的拟人、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去上学的

小山羊、如火车鸣笛般爸爸的鼾声、像香蕉的月亮等”，这些修

辞手法写出了幼儿的童趣与天真，受这些诗歌的熏陶，他们在

生活中看到这些事物时更加生动的话语也脱口而出。词汇量的

积累影响着幼儿语言的发展，诗歌是很好的积累词汇的方式之

一，诗歌中的词汇会更加的简单、简洁，并且生动有趣，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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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也更加易于接受。如儿歌《叶子的眼睛》中写道：雾

气迷迷蒙蒙、阳光走进森林、水灵灵、亮晶晶，通过这首诗歌，

幼儿可以习得“雾气”、“阳光”这样的名词，“走”这样的动词，

“水灵灵”、“亮晶晶”这样的叠词。将诗歌元素融入幼儿舞蹈活

动更是一次语言领域和艺术领域融合的新尝试。

3. 启发幼儿想象和创新思维

语言文字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只能运用语言进行描述，而

想象的自由权是完全交给个人的，精炼的语言可以使人充分并自

由发挥想象来理解诗歌，将抽象的语言在脑内转换成具象的画面。

幼儿对于诗歌的理解，往往从诗歌表面的文字出发，超越现实的

束缚，发挥大胆的想象，具有无限的想象和创造空间，拓展认知，

启发思维。

4. 培养幼儿道德情操

幼儿诗歌有着“育人品德”的作用，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

基本美学特征 [7]。大部分的诗歌中都蕴含着教育性，诗人在诗中

传递着价值观、道德观、对待不同事件的态度、事物与事物之间

的相处等等，如童话诗《过桥》就通过故事告诉孩子当遇到别人

有困难时要主动帮助，儿歌《共伞》也描绘了互相帮助快乐的场

景，古诗词《悯农》则告诫孩子要节约粮食，粮食来之不易。这

样的道德情操培养也脱离了死板的说教，成为“润物细无声”的

德育。

5. 增强幼儿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诗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适

合幼儿诵读的古诗词有唐代的《静夜思》《春晓》《咏鹅》等，但

是这样适合幼儿的古诗词作品并不多见，而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

总集《诗经》和一些历史典著中早就留下了儿歌的蛛丝马迹，儿

歌的传播方式通常是口耳相传，特别是一些民间地方儿歌童谣，

如长沙童谣《月亮粑粑》、苏州童谣《笃笃笃，卖糖粥》、陇南童

谣《脚力盘盘》等，这些童谣通常都是用方言读出来，里面的内

容也和当地的生活习惯紧紧相连，是当地传统民俗风情、历史文

化的展现，当地的幼儿通过朗诵这些诗歌将其传承，通过这些儿

歌幼儿能了解当地的乡土文化以及方言等。除了这些地方童谣以

外，还有很多富有特色的儿歌，如摇篮曲、时序歌、问答歌、字

头歌等，都蕴含着中国人民传统劳动、生活的情趣，以及老祖宗

们智慧的凝结，如传统儿歌《风》描写了四个季节所吹不同风向

的风与他的感受，《拉箩箩，扯箩箩》讲述了收麦子蒸馍的故事。

当然，也有很多幼儿诗蕴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描写中国传

统节日的幼儿诗《端午节》、有关传统民间游戏的幼儿诗《我的

风筝》等。在全球多元化的今天，对于价值观还在形成中、在未

来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幼儿来说，传统文化的熏陶更能激发幼儿的

民族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

二、诗歌元素融入幼儿舞蹈活动的策略

（一）幼儿舞蹈活动中诗歌内容的选择

幼儿舞蹈活动并不同于语言活动的开展，所达成的目标和活

动重点都不相同，诗歌要能融入幼儿舞蹈活动，需要教师对诗歌

内容进行甄选。诗歌元素的甄选可以把握以下两个原则：一是从

幼儿的生活经验以及兴趣出发。诗歌内容在幼儿的经验范围内，

如动物、云、雨滴等。经验范围内的事物也更能引起幼儿的兴趣。

二是将音乐与诗歌进行融合，可以选择运用节奏相适宜、情感相

符合的纯音乐对诗歌进行加工，也可以选择已经编好曲的童谣或

现代儿歌。

1. 篇幅较短的诗歌，符合幼儿年龄特点

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对于诗歌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都不相同，

小班的幼儿更适篇幅较短，情节较为简单的诗歌，情节较为简单

的诗歌可以减少幼儿的记忆负担，如《小白兔》《小燕子》《咏鹅》

等诗歌。中、大班的幼儿可以选择篇幅稍长或者故事情节较为丰

富的诗歌，更能激发幼儿的兴趣，如幼儿诗《梦》，作者将梦比

喻为小鱼、雨滴、风，三种事物，适合能力较强的大班幼儿。

2. 蕴含故事性、情境性的诗歌，易激发表现兴趣

3-6 岁的幼儿思维特点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富有故事性的

诗歌更能激起幼儿的兴趣，出现的丰富形象让幼儿乐于模仿。如

童话诗《过桥》，讲述了受伤无法过桥的小马猴被小山羊帮助的

故事，更能激发幼儿的表演和创编的欲望。儿歌《孙悟空打妖怪》

《小兔乖乖》等，其中都蕴含了有趣的故事，通过故事情节的把

握，引导幼儿将自己的感情以及对角色的理解融入并运用肢体自

由表达。意境是诗歌的灵魂，是客观之景与主观之情的水乳交融，

两者虚实相生情因景而生，景因情而活，故而意境极具感染力 [8]。

情境的融入使幼儿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加深刻，如诗歌《绿色

的梦》，整首诗通过对小动物以及各种小花的描写，描绘了优美

温馨的意境，幼儿可以通过对于意境的感悟，配合音乐体会情境

并进行创造性的表达。

3. 富有游戏性的诗歌，更符合学习特点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富有游戏性的诗歌更易于被幼儿接受和

喜爱，如儿歌《马兰开花二十一》、《找朋友，勾勾手》等作品，

在《马兰开花二十一》中幼儿可以边念儿歌边用动作进行表达，

然后轮换着进行游戏，在《找朋友，勾勾手》中，幼儿可以运用

舞蹈动作表演不同的动物，然后寻找其他小伙伴拉钩游戏。

（二）诗歌元素融入幼儿舞蹈活动的形式

1. 重视经验准备，提供丰富途径感知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艺术领域学习

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

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

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创造美”。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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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由于年龄较小，所经历和感知的事物远远没有成人丰富，教

师在开展活动之前要提供丰富的途径引导幼儿感知 [9]。如在开展

小班幼儿舞蹈活动《咏鹅》之前，教师会有意引导幼儿注意观

察家里的鹅的样子和生活方式，观察过后会在一日生活的过渡

环节一起来讨论鹅的样子、与鸭子的区别等并观看天鹅的视频，

模仿其动作。在此期间，幼儿参与兴趣很高，在讨论时都七嘴

八舌地说着：白鹅会在湖面伤把脑袋放在身上梳羽毛、它会在湖

里弯下脖子找吃的、它们的翅膀可大了，长的比鸭子还大……

在讨论的同时，他们按捺不住好模仿的天性，纷纷模仿起了白鹅。

另外，身体动作的开发以及对于节奏的感知也要得到重视，通

过音乐类活动锻炼幼儿的节奏和随乐律动能力，提高幼儿对于

肢体表达的乐趣。

2.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增加活动乐趣

（1）创设舞蹈环境，营造诗歌意境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善于营造优美、生动的意境，

通过简练的文字创造丰富的画面。教师可以对活动场景进行装

饰。比如在舞蹈活动《小兔子乖乖》的开展时，教师在活动前，

会给每个幼儿分发小兔子的胸牌，然后老师带上大灰狼的胸牌，

在室内布置上兔子家的装饰，用小椅子当做兔子宝宝的家门。舞

蹈活动一开始，幼儿扮演小白兔，模仿小白兔跟随音乐进行舞蹈，

教师模仿灰狼与幼儿进行游戏。通过情景的布置，幼儿的兴趣

被游戏调动，完全带入了小白兔这个角色，沉浸在教师营造的

氛围里，跟随音乐舞蹈时也更为积极、愉快。教师在为幼儿选

择舞蹈服装和舞蹈道具时，也应关注幼儿的想法，与幼儿进行

沟通交流，根据幼儿内心的想法选择适宜的舞蹈服装以及道具，

激发幼儿舞蹈训练、舞蹈创编兴趣，积极主动参与舞蹈教学中，

促进舞蹈表演能力的提升。

（2）提供多种教具，解决教学难点

对于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节较为丰富的舞蹈活动，可以充

分运用图谱、视频和图片，引导幼儿直观形象的感知诗歌有趣

的内容，了解诗歌的逻辑。如舞蹈活动《孙悟空打妖怪》，里面

出现的人物以及情节较多，在活动的开始，教师提问：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孙悟空是谁吗？他们今天又碰到了一个妖怪，看看他

们是怎样解决这些妖怪的？随后播放孙悟空打妖怪的视频，吸

引幼儿的兴趣，班级所有的幼儿都兴致勃勃地看着视频，教师

继续引导：去西天取经的唐僧今天来到了这里，在这里也碰到了

一个妖怪，她会是谁呢？从而引出诗歌，此时，幼儿完全沉浸

在情境中，纷纷表达自己的猜测。再通过不同人物的图谱，有

节奏的朗诵诗歌，图谱的使用幼儿可以很清楚地理顺故事逻辑，

回忆诗歌内容，记忆舞蹈动作，解决幼儿死记硬背的问题。

（3）利用即兴舞蹈，引导幼儿表达自我

在舞蹈中可以运用提问等方式引导感知、想象，尽量让幼

儿在诗歌中即兴舞蹈。如在舞蹈活动《轻轻》当中，面对轻轻

这样一个较难用身体表达的词，教师首先运用轻音乐营造了轻

柔的环境，再使用故事情境“今天我们要变成轻轻的一起去外

面玩游戏，你知道什么是轻轻的吗？”。然后运用故事提问，引

导幼儿了解“轻轻”“当你变成轻轻的风你会怎样飞？”“当你变

成轻轻的白云你会怎样的飘？”，引导幼儿聆听音乐表达出轻轻

的白云、风、柳条等动作，最后将动作与诗歌融合，引导幼儿

随乐表现。在活动的全程，教师的语言都在引导幼儿思考轻轻

的动作是怎样，“轻轻地”会让幼儿对自己的动作进行控制，从

而配合音乐进行表达。最后，教师引导思考还有什么轻轻的事

物，可以用怎样的方法轻轻地表达，鼓励幼儿将创编出的动作

改为词语填入诗歌再进行表达。教师在配乐中有节奏的朗诵诗

歌，重点引导幼儿感知音乐，自由创编动作表达音乐。

（4）把握诗歌韵律，创编舞蹈动作

诗歌作为语言活动的一种元素，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讲

究韵律，节奏感强富有音乐美，朗朗上口，适合幼儿进行听赏、

吟唱、朗诵，所以在将诗歌元素融入幼儿舞蹈活动时，要注意

把握诗歌的这一特点，提供机会让幼儿反复听赏，游戏的运用

可以很好地提供机会。同时，在舞蹈动作的配合中充分把握诗

歌的韵律感，使肢体的运动与诗歌的节奏尽量匹配，并具象化

地表现出诗歌的内容与情感，帮助幼儿理解诗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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