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幼师生创编儿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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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歌是儿童文学的一种体裁
,

是儿童最早接触的

文学形式
。

作家鲁兵说
: “

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

学
” 。

那么
,

作为儿童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儿歌
,

它自然

也担负着教育儿童的任务
。

好的儿歌可以丰富儿童的

想象力
、

发展儿童的思维和语言
,

提高朗读水平
,

还可

以使儿童感受语言美和意境美
,

增强对文学作品的兴

趣
,

并陶冶儿童的性格和培养他们的高尚品质
。

目前
,

在幼儿园诗歌教学中
,

小
、

中
、

大班仍以 儿歌为主
,

同

时
,

儿歌还贯穿于其他教学中
,

儿童在游戏中也时常运

用儿歌
。

因此
,

一个合格的幼儿教师
.

不仅要掌握儿歌

这一文体的特点
,

还要能够自己创编儿歌
。

所以
,

我在

儿歌教学中
,

结合大纲强化点
,

把重点放在了培养学生

创编儿歌的能力上
。

教学总体上遵循
“

循序渐进
”

的原

则
,

课堂教学
“

精讲多练
”

。

功夫下在
“

练
”
上

。

具体分以

下几个步骤
:

首儿歌进行分析
,

在分析过程中
,

点援学生并使学生体

会如何构思
、

立意
、

,

使之明确集中等各要点
.

又如在强

调儿歌的押韵时
,

结合《桃花 》和《运水果令两首儿歌进

行分析
,

学生确实感到了儿歌必痰押韵
,

儿童口语化
,

才能易记易唱
。

讲解儿歌创编的要求
,

是培养创编能力

的第一步
,

这为儿嵌创编的
:

结三步` 棋仿练匀奥定

了基础
。

第二
,

棋仿创编
。

第一明确创编儿歌的要求
。

在学生掌握了儿歌文体特点后
,

重点让学生明确

创编儿歌的要求
。

1
.

创编儿歌要充分考虑儿童年龄的

特点 . 2
.

儿歌立意浅显
,

主题明确集中
,

题材要广阔
,

构

思力求新颖精巧 , 3
.

运用各种修辞方法 ; 4
.

语言要规范

化
,

有童趣 ; 5
.

要注意押韵
、

易记上 口
。

为 了让学生掌握这五点要求
,

我指导学生在分析

作品过程中自己去感受
,

去体会
。

如创编儿歌要求
“

立

意浅显
,

主题明确集中
,

题材广阔
,

构思新颖精巧
” ,

如

果在讲授时只把要求告诉生学生
,

那么学生只能得到

抽象概念
,

不会有深刻的理解
,

也就不能在创编儿歌实

践中运用得当
。

因此
,

我引导学生结合《小弟和小猫 》这

·

1 2
。

在学生还没有掌握儿歌创作的能力时
,

首先进行

模仿创编是非常必要的
.

这可以说是培养编创儿碳能

力的
“

捷径
” 。

如
,

在讲解《小弟和小猫随首儿歌时玉着
重分析作品的艺禾构思

,

然后让学生也构思一篇教育

儿童讲卫生的儿歌
,

要求吸取范文的优点
,

力求做到新

颖
。

学生仿作的积极性很高
,

从不同角度表现了这一主

题
。

最后我拿出一幅图画
,

题目叫
“

小猴子找到一个小

弟弟
” ,

引导学生根据图片进行联想
,

尝试创编
。

其中有

一首这样写道
: “

小弟弟
,

真淘气 /又玩水
,

又和泥 /妈妈

叫他洗一洗 /抹了一把跑出去 /路上遇到小猴子 /小猴

叫他猴弟弟
” 。

这首儿歌在语句
、

押韵上虽还有些缺点
,

但总体看模仿创编得比较好
。

为了让学生掌握儿歌题材广阔
,

构思新颖精巧的

特点
,

我引导学生一起分析《我想飞上天 》这首儿歌
。

虽

然这首儿歌也是以遨游太空为题材的
,

但作者却赋予

了它新意
:

着意培养儿童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
。

分

析作品之后
,

接着我启发诱导学生也以遨游太空为题

材写一首儿歌
,

并要求保留 《我想飞上天 》这首儿歌的

上半部
,

续写下半部
,

还要写出新意来
。

学生创作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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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美术教师队伍建设

很强
,

用较短的时间就完成了
。

一位同学是这样续的
:

“

回来带什么 /带来外星小朋友 /小朋友们来干啥 /来与

我们联友谊
” 。

另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 “
回来带什么 /带

来云朵片片 /片片云朵啥用场 /织成纱巾献园丁
” 。

还有

一位同学这样写道
: “
回来带什么 /摘下星一颗 /一颗星

星啥用场 /给上夜班的爸爸把路照
” 。

从仿作中可以看

出
,

同学们的思路很广
,

从不同角度赋予儿歌以新意
。

通过模仿创编
,

学生们的创作兴趣越来越浓了
,

有效地

培养了学生独立创编儿歌的能力
。

第三
,

熟记儿歌
。

“

读书破万卷
,

下笔如有神
” 。

要想创编出儿歌
,

就

必须了解和掌握各种类型儿歌的特点
。

为便于掌握和

了解各种类型儿歌特点
,

我让学生尽量多背些儿歌
,

除

课本上的儿歌外
,

还找一些报刊的好儿歌复印下来叫

学生熟记
。

熟能生巧
,

记得多了
,

自然对儿歌的特点也

就理解深了
,

方法也从中掌握了
,

又能启发思路
,

为独

立创编儿歌打下基础
。

第四
,

独立创编
。

宾县教师进修学校

学生进行了大量模仿创编练习
、

熟记了大量的儿

歌之后
,

基本上掌握了各种儿歌的特点及其创作方法
,

接下来就要求学生独立创编儿歌
。

我布置了一首以《春

雨 》为题的儿歌
。

初看题目比较容易
,

实则写出新意来

却比较困难
。

我要求学生着重在
“

新意
”
上下功夫

,

结果

大部分学生写得都符合要求
,

有的写出了春雨给大地

带来的变化
,

有的写出了春雨的情趣
,

从不同角度赋予

了儿歌新意
。

其中有一首儿歌写道
: “

小雨点
,

真调皮 /

蹦到湖边青草地 /草儿乐得笑嘻嘻 /鱼儿乐得捧肚皮 /

小朋友们要珍惜 /一场春雨多神奇
” 。

第五
,

修改
。

一首儿歌只有反复修改才能渐趋完美
,

修改的过

程
,

也是提高创作能力的过程
。

学生修改作品
,

教师应

给予点拨
,

提出新的要求
。

我在批改学生创编儿歌作业

时
,

不仅提出修改意见
,

还要求学生按修改意见改后再

交老师批阅
。

这样
,

对学生有促进作用
,

创作能力提高

得快
。

还可以采取学生之间互相讨论启发
,

进行修改
,

对修改得好的儿歌
,

教师传播并予以表扬
,

以激发学生

的创作欲望
。

修改作品
,

不要急于求成
,

可以放一段时间
,

叫学

生自己找出不足
,

进行修改
,

这样对学生创编的能力的

提高
,

有更大的好处
。

几年前
,

宾县 288

所中小学
,

只有 4 名专

职美术教师
,

虽然聘请

了一些有一定美术才能

的同志以及通过其它渠

道录用了一些美术教

师
,

扩大了队伍
,

但这些

人绝大部分未受过专业

训练
,

不能胜任美术教

学工作
。

因此
,

美术教学

质量很低
。

青少年在中

小学阶段
,

得不到 良好

的审美教育
,

严重地影

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
。

为了改变全县美术教育

的薄弱状况
,

我县采取

了下面的几点做法
。

一
、

结合实际

进行岗位培训

教师是知识
、

技能

的传播者
。

要充分发挥

美术教师的授业
、

育人

的作用
,

只有提高 自身

素质
,

才能完成这样的

任务
,

因为
“

善学者始能

善教
,

善 教 者 必 先 善

学
” 。

为此
,

有计划地
、

循

序渐进 地进行培训工

作
,

在强化教学意识的

同时
,

做如下两项工作
。

1
.

根据教学需要
,

不定期组织师资培训
。

乡镇学校的美术教

师
,

大多数是兼职的
,

集

中培训有一定的困难
,

一是教师素质不同
,

掌

握教材的程度也不同
;

二是城乡差别大
,

无法

郑永勤

组织在一起培训
。

这样
,

我们采取了下面的两种方法
:

第一是 以教材带教 师
。

就是说
,

根据教学实际需

要
,

先学习
、

掌握教材
,

以学教材教法为主促进专业学

习
。

结合每学期单元进度
,

不定期组织培训
,

使长期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