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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融合之路 
李妲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在幼儿园教育体系中，将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进行融合，不仅可以丰富幼儿的游戏体验和音乐欣赏能力，还

可以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和文化认同。本文从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融合入手，对融合教育的路径进行了深度探究，希

望能促进传统民间游戏元素与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深度融合，有效推动幼儿园教育的系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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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间游戏和幼儿园音乐活动都是幼儿教育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其中传统民间游戏是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幼儿园音乐活动是

幼儿教育中培养幼儿音乐素养和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有效促

进二者的深度融合，能丰富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体系，促进

幼儿教育的全面创新，助力幼儿音乐艺术素养的高效化培养，

使幼儿文化和传承意识得到初步激活。鉴于此，在幼儿园音乐

教育改革中，应深化对民间传统游戏传承融合的重视，有效促

进游戏化教育体系的科学构建，保障能为幼儿创设良好的学习

和指导环境。 

一、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融合价值 

在系统改革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过程中，积极探索民间游

戏教学活动的融合应用，能丰富音乐教学活动的内涵，使民间

游戏文化在幼儿教育中得到良好的传承。下面就对幼儿园音乐

教学活动中民间游戏活动的传承价值进行细化分析： 

（一）有助于丰富幼儿的游戏体验和音乐欣赏 

传统民间游戏和幼儿园音乐活动都是幼儿喜爱的活动形

式，传统民间游戏以其独特的形式和规则吸引着幼儿的注意力，

让他们在游戏中体验到快乐和成就感。而幼儿园音乐活动则通

过音乐的节奏和旋律激发幼儿的兴趣，培养他们的音乐感知和

表达能力。将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进行融合，可以

让幼儿在游戏中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提高他们的音乐欣赏能力，

也能促进幼儿游戏体验的激活，使幼儿在音乐游戏中加深对民

间传统游戏文化的理解[1]。 

（二）有助于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 

传统民间游戏通过身体的活动和协调训练，促进幼儿的运

动发展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幼儿园音乐活动则通过音乐的节奏

和旋律激发幼儿的感觉和情感，培养他们的情感表达和社交能

力。将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进行融合，可以在幼儿

教育实践中使幼儿在游戏中得到身体和情感的双重锻炼，有助

于在锻炼幼儿身体的同时，形成放松幼儿身心的效果，从而促

进他们的身心发展。 

（三）有助于增强幼儿的文化认同 

传统民间游戏是我国丰富多彩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幼儿园音乐活动则是培养幼儿文化素养的重要手段。将传统民

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进行融合，可以使幼儿在游戏中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适当的激活幼儿文化传承自觉意识。同时，通过音乐的表达和

体验，可以让幼儿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内涵，培养他

们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心，促进幼儿文化认同意识的有效激

活，使幼儿园教育活动能实现高效化发展[2]。 

二、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融合路径 

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基于幼儿的学习和成长需求，积极

探索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深度融合开发，能打造

特色的幼儿园教育体系，全面促进音乐活动的创新，形成有趣

生动的音乐体验环境，进而使幼儿的综合学习能力得到高效化

的训练，切实增强教育指导的综合有效性。下面就对幼儿园民

间传统游戏与音乐教育活动融合的措施进行细化的分析： 

（一）整合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融合教育资源 

传统民间游戏和幼儿园音乐活动都是幼儿教育中重要的组

成部分，二者的融合能够促进幼儿的身体发展、社交能力和情

感表达，因此为了能在幼儿教育中为了更好地整合这两者，发

挥二者融合教育的价值和效能，教师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整合

教育资源，促进音乐教育活动中传统民间游戏的创造性应用，

形成良好的幼儿园音乐游戏化教育活动效果。一方面，幼儿园

可以建立一个资源库，收集和整理传统民间游戏和音乐活动的

教育资源，主要资源包含各地区民间特色的游戏文化元素、传

统文化元素以及民间歌曲、舞蹈动作等，并将这些资源按照幼

儿园音乐课程的需求进行配置，方便幼儿园教师可以更好地了

解传统民间游戏和音乐活动的特点和教育意义，能有意识的应

用融合教育资源对融合教育活动进行系统创新。另一方面，幼

儿园可以组织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培训内

容可以包括传统民间游戏和音乐活动的知识、教学方法和评估

方式等，重点培训教师如何有效的筛选民间传统游戏资源融入

到音乐教学活动中，如何对特色的音乐教学活动进行设计，在

对幼儿实施音乐教育指导的同时，以丰富的民间传统游戏活动，

激发幼儿的文化传承意识，促进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得到充分

激发，在科学培训的基础上让教师可以更好地运用传统民间游

戏和音乐活动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此外，幼儿园可以与社

区合作，邀请专业的传统民间游戏和音乐活动教师来指导幼儿

园的教学工作，形成课内外融合的教育效果，确保幼儿园音乐

教育活动中能获得更多的专业资源和支持，使传统民间游戏和

音乐活动的教育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3]。 

（二）创设生动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融合情境 

在幼儿园开展音乐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为了让幼儿更

好地体验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融合，可以创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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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动的情境，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使幼儿能获得

丰富文化的熏陶和音乐教育的感染，增强音乐教育活动的综合

效果。首先，幼儿园教师可以利用故事情节来引导幼儿参与传

统民间游戏与音乐活动的融合，比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一

个传统游戏的背景和规则，然后与幼儿一起进行游戏，同时配

合相应的音乐和歌曲，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和参与感。其次，幼

儿园教师可以组织一些主题活动，将传统民间游戏和音乐活动

进行有机结合，比如可以组织一个传统儿童游戏展示和表演活

动，让幼儿有机会观看和参与传统游戏和音乐的演示，从而增

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兴趣。最后，幼儿园教师可以利用

科技手段创设虚拟情境，让幼儿在虚拟环境中体验传统民间游

戏与音乐活动的融合，比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幼儿可以身

临其境地参与传统游戏和音乐的表演互动活动，增加他们的参

与度和学习效果[4]。 

例如，在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中，可以尝试将民间传统“老

鹰捉小鸡”游戏作为载体，丰富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内涵，促进

音乐教学的趣味性得到不断的提升。在具体对教学活动进行设

计的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可以将孩子们分成两组，一组扮演“小

鸡”，另一组扮演“老鹰”，“小鸡”们将分散在教室内，而“老

鹰”则站在教室的一侧，当音乐开始播放时，“小鸡”们开始在

教室内自由走动，同时“老鹰”试图捉住他们，当“老鹰”成

功捉住一个“小鸡”时，被捉住的“小鸡”将成为下一轮的“老

鹰”，与原先的“老鹰”互换角色。这样就能将民间传统游戏活

动改变为幼儿能广泛参与的游戏活动。然后为了能提高游戏的

趣味性，探索音乐教育活动的融合渗透，幼儿园教师可以引导

孩子们一起跟随音乐的节奏进行移动，例如，快速的音乐时，

孩子们可以快速奔跑，慢节奏时则慢慢移动，并且教师可以适

时停止音乐，让孩子们停下来，观察谁是最静止的“小鸡”，并

给予鼓励和表扬，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改变音乐的节奏和速度

来增加游戏的难度和挑战性。在游戏活动中，教师也可以与幼

儿共同编写音乐元素丰富教学内容，具体与民间游戏相关的儿

歌编写如“《小鸡快跑》：小鸡快跑，老鹰追，躲进草丛不露脸。

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老鹰追不上，哈哈哈。”这样就能形成良好

的音乐教学与民间传统游戏融合教育效果，丰富幼儿园音乐教

学活动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全面提高音乐教育和游戏教育的趣

味性、生动性，使幼儿园教育质量得到逐步优化[5]。 

（三）发布多维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融合任务 

对于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改革创新而言，音乐教师为了

促进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融合，可以发布一些多

维任务，让幼儿在任务中体验和探索传统游戏和音乐的融合，

促进幼儿对音乐元素的学习，有效提高幼儿参与游戏活动的能

力[6]。在具体教学指导活动中，一方面幼儿园教师可以组织一次

传统游戏与音乐的创作任务，鼓励幼儿通过学习传统游戏和音

乐的特点和规则，自主创作一个融合了传统元素的游戏和音乐

作品，逐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加深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幼儿园教师可以组织一次传

统游戏与音乐的比赛任务，鼓励幼儿在比赛中展示自己的才艺

和创造力，与其他幼儿进行交流和竞争，逐步激发幼儿的学习

兴趣和动力，同时提高他们的游戏和音乐技能。此外，在教育

实践中，幼儿园教师还可以组织一次传统游戏与音乐的社区活

动任务，并引导幼儿可以与家长和社区居民一起参与传统游戏

音乐的表演和互动，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同时，

社区活动可以促进家校社区的合作，为幼儿提供更广阔的学习

平台，切实保障幼儿园教育指导活动的系统创新。 

例如，在幼儿园音乐律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

适当的筛选合适的民间传统游戏活动，以游戏化的教学活动带

动幼儿学习音乐，感受音乐的节奏变化，从而使幼儿园音乐教

育活动的价值和效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幼

儿园教师可以将传统“竹竿舞”民间游戏、传统“抛绣球”民

间游戏活动等进行适当的改编，并将这些游戏活动按照音乐律

动的方式进行调整和设计，形成民间传统文化支持下的特色音

乐律动游戏活动，让幼儿在完成游戏的过程中感受旋律的律动，

促进幼儿对音乐内容的感悟理解，逐步提升幼儿的音乐乐感，

促进音乐律动能力的提升[7]。 

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的融合具有丰

富幼儿的游戏体验和音乐欣赏、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和增强幼

儿的文化认同的价值，对幼儿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因此在对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幼儿园可以

通过整合资源、创设情境、引导表达和多元评价等策略，将传

统民间游戏与幼儿园音乐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幼儿提供更

加丰富多样的教育体验，逐步培养幼儿的综合能力和文化素养，

确保幼儿教育中能传承和弘扬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形成

良好的文化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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