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幼儿园艺术领域教育是幼儿园教育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效利用民间艺术融入幼儿园艺术领域教育对民

族地区幼儿园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独山花灯在幼儿

园艺术领域教育的应用不仅可以培养幼儿爱家乡、爱祖国、
爱民族的情感，还可以很好地拓展幼儿园艺术领域教育内

容和帮助幼儿体验不同民族的艺术文化魅力。本文对此进

行了详细探究，以使幼儿园艺术领域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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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缘由

（一）相关文件精神

2012 年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

《指南》） 在艺术领域明确提出为了培养幼儿初步的艺术表现

能力和创造能力，应鼓励和支持幼儿自发的艺术表现和创造，

而利用地方戏融入到音乐教育活动中为幼儿创造了这种机会

和条件，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幼儿的热情和表现 [1]。 这也是对

《指南》的积极响应。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科工作大会上提出：“中

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 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

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

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

（二）继承和弘扬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需要

独山花灯是我国贵州地方戏种之一， 是贵州花灯的南路

代表， 有着悠久的历史、 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广泛的群众基

础。 于 1956 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大会演中，独山花灯选

唱出现在首都舞台上，以它朴实的形式、优美的音乐、婀娜的

舞姿、幽默的语言博得了观众的喜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

冲击和现代音乐的迅猛发展， 独山花灯原始艺术的发展并不

乐观，对于这样的传统文化不加以关注和重视，将来可能会面

临衰退的困境， 使传统文化逐步丧失其多样性和丰富性。 因

此， 弘扬和传承独山花灯成为传承民间艺术文化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研究综述

独山花灯是我国贵州地方戏种之一， 国外并无独山花灯

的研究，因此这里所指的国外研究特指关于地方剧的研究。国

外地方剧的相关研究基本从对幼儿音乐教育价值、 方法等方

面进行论述。

美国戏剧教育主要人物 Nellie McCaslin 针对戏剧提出了

这些教育价值：（1）想象力和创造力；（2）思维能力；（3）社会发

展和与他人合作能力；（4）沟通能力；（5）道德和心理判断能力

的发展；（6）自我发展能力[2]。 可见，让幼儿在体验戏剧的过程

中主要培养良好的学习品质。

美国戏剧教育学家 Eleanor Chase York 认为，戏剧的儿童

发展价值包括灵活性、敏感性、流畅性、情绪稳定性、社会合作

能力、道德态度、身体平衡协调能力以及交流能力等。

综上所述， 在国外研究戏剧的现状及发展方面主要培养

幼儿的表现力、创造力和情感上的能力。这也就是笔者试图研

究的问题。

（二）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独山花灯研究主要是以期刊与专著为主。 朱玲波的

论文 《独山花灯本土特色的探究》 中主要论述了独山花灯历

史、发展、本土特点以及表演形式，并研究了独山花灯与当地

民俗之间的关联，考察和研究独山花灯的音乐、舞蹈特点，揭

示了综合系统的地方特色， 探索其社会文化价值同时对独山

花灯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3]。 江帆等人的《独山花

灯》一书中主要概括性的描述了独山花灯的历史与发展，同时

挖掘、收集、整理出独山花灯素材，除介绍独山花灯音乐素材

之外还对独山花灯的乐器进行了系统的分类。

在独山地方文化馆中查阅到已出版的专著由黔南州文化

局、黔南州民委编（李继昌老师主编）的《黔南州戏曲音乐》中

概括性的描述了独山花灯的艺术特征以及对独山花灯戏曲音

乐的挖掘、收集、整理并分类。蒙士娟等人在《民族民间文化进

校园教育活动：记贵州省独山县“独山花灯”进校园》的论文中

谈到为了传承与发展家乡优秀的传统民间文化， 利用独山花

灯音乐开展小学音乐课堂的应用， 同时提出了利用独山花灯

在课堂中运用的途径及策略 [4]。

三、独山花灯的起源与发展

（一）独山花灯的起源

独山花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朝， 在独山花灯的愿灯中

有一段灯词这样唱到“戏从唐朝起，灯从宋朝兴”。 自“宋朝兴

唱灯”之后，灯艺就开始在民间流传，流过了元朝和明朝，直到

清朝嘉庆年间，花灯才传到贵州省独山县落户扎根。提起花灯

的开新篇可以追溯到 1949 年， 独山县的人民就是跳起花灯，

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独山花灯灯班的活动趋向了极盛

阶段，直到今日独山花灯的流传还在继续 [5]。

（二）独山花灯的定义

它是一种有说有唱、说唱结合，并带有杂耍等综合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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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戏表演形式，有简单的节奏和情节，曲调明快、活泼，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的田园艺术。 独山花灯以其独特的灯夹戏和丰富

多彩的音乐和舞蹈，以及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而出名。

（三）独山花灯的特点及素材收集

1.独山花灯的特点

（1）生活性

独山花灯源于生活。 因为它的音乐在内容上鲜明形象地

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事物、场景等，语言通俗易懂并带着丰富

的生活气息。 比如 《拜土地》《扫堂调》《拜年调》《打鸟》《掐菜

苔》《猜拳调》《做鞋调》等。

（2）乡土性

独山花灯也源于农村，具有浓厚的乡土味。首先独山花灯

里的内容大多讲述的是农村人的生活情景，如早期的山歌、花

灯、民间歌舞，都可以说是独山花灯的前身。然后，通过对艺术

的加工和提炼，使它成为一种具有艺术性、为人们所熟悉、为

人们所喜爱的地方戏，如《踩新台》《财门调》等。

（3）综合性

独山花灯包括的服装、舞台、唱腔、唱词、乐器以及舞蹈。

经过长时间的洗礼，独山花灯将民歌、舞蹈、习俗、语言等长期

融会贯通，独具地域性和乡土性，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2.独山花灯素材收集

根据将近一年来的田野调查， 笔者收集了大量的独山花

灯素材，并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将可以运用于幼儿园艺

术领域活动的独山花灯资源进行了具体分类及筛选， 具体如

图 1 所示（见附图）。

四、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通过对独山花灯的筛选和整理、收集，探索独山花灯融入

幼儿园艺术领域教育活动中的活动方案。此外，为独山花灯应

用在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中提供一定的参考范例。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通过了解独山花灯在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中的现状以及

实施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以期弥补已有研究的不

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民族地区幼儿教育理论和内容，为幼儿

园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2.实践意义

通过此研究， 制定和筛选出适合独山花灯融入幼儿园课

程的活动方案，丰富民族地区的教育资源，并尝试探索出一些

可以提高民族地区幼儿园音乐教育策略的可行性途径。

五、幼儿园利用独山花灯开展艺术领域教育的应用

（一）独山花灯在“韵律活动”活动的应用

将独山花灯以“韵律活动”的方式进行教学，能促进幼儿

学会唱独山花灯音乐还会跳独山花灯舞。 在《指南》艺术表现

与创作能力的目标中指出 “能用律动或简单的舞蹈动作表现

自己的情绪或自然界的情景”。

如《财门调》（见所附歌曲），这首调的音域不高，它的曲调

是根据幼儿的水平发展自己定调。它的节拍是由拍转，节奏看

上去有点复杂，但是跟着音乐做动作就容易让幼儿理解，并增

加幼儿的活动积极性。

附歌曲：
财门调

歌词 ： 一扇 我的 财 呀 门是 一呀 扇

动作 ： 转扇 转扇 抱扇 抱扇 拎扇 拎扇

歌词 ： 开罗 衣， 一 扇 我的 财 呀 门是

动作 ： 扣扇 扣扇 转扇 转扇 抱扇 抱扇

歌词 ： 哥哥 开 起 来啰 衣 左 开 我的 财呀 门是

动作 ： 拎扇 拎扇 扣扇 扣扇 侧扇 侧扇 侧扇

歌词 ： 金呀 鸡 叫啰 衣 右 开 我的

动作 ： 抱扇 抱扇 扣扇 扣扇 拎扇 拎扇

歌词 ： 财 呀 门是 逢着 凤凰 声啰 衣

动作 ： 侧扇 侧扇 转扇 转扇 招扇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及韵律活动经验的增加， 从中班以

后很多幼儿开始对动作的形式产生兴趣。 因此，在为中班、大

班幼儿选择韵律动作时，可以逐步增加舞蹈基本动作的内容，

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独山花灯的舞蹈特点主要就是利用扇子

来做动作，由于幼儿对扇子比较好奇，所以在进行律动时幼儿

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在此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基本动作的相关图片。 它

也作为解决此次活动的重难点的依据。《指南》中提到：当幼儿

主动介绍自己喜爱的舞蹈、戏曲、绘画或工艺品时，要耐心倾

听并给予积极回应和鼓励。 教师通过讲解、指导、语言提示及

动作示范，较成功地完成了教学预期的目标。但是在动作分解

的时候，教师的讲解没有明确，导致课堂出现了混乱。

为了帮助幼儿理清动作顺序， 更好地内化浅显的学习动

作节拍，教师的提问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教师通过与幼

儿一问一答的互动方式中， 可以使幼儿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

迅速理解教师想要传递的基本动作， 积极思考教师提出的问

题，并可以结合音乐做出相应的动作。

（二）独山花灯在“歌唱教学”活动的应用

本文的幼儿园歌唱活动主要指集体歌唱教学活动， 不包

括音乐区角活动、歌唱游戏活动和特色活动。通过“歌唱教学”

活动可以有助于幼儿感受花灯歌曲的强、弱节奏，学会倾听不

一样的音乐旋律，了解家乡文化艺术的美。

如《送灯调》（正月呀/那里来呀，正/哪月正/哪哟，才把那/
拍灯、/花灯、/尾灯、/送出哪/大红门/哪，呀呀衣/哟是，送出哪/
大红门/哪） 是一首独山花灯灯班遇到另一个灯班时唱的调。

这首调可以用独山方言也可以采用打击乐的形式演唱， 这样

更能让幼儿产生共鸣。而且灯是幼儿随处可见的物体，歌曲的

选择符合幼儿的生活。这首《送灯调》的节奏简单适中，音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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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调、芦笙调

扇子调、船家调

造船调、回马调

送灯调、牡丹调

十绣调、送财宝

踩新台、卖花调

倒采茶、拜年调

岔排灯、蝶恋花

划船调、雪花飘

掐菜苔、螃蟹调

短 桩 步 、拐 弯 步 、波
转 步 、野 鸡 步 、梭 子
步 、 二 尺 半 、 野 鸭
步 、 秋 千 步 、 吉 华
步 、风 摇 柳 、断 步 、
举 起 手 、按 掌 、握 掌
心 、交 叉 手 、花 手 、
握 手 、兰 花 手 、高 低
手 、 高 山 手 、 双 握
手、托手

大三弦、琵琶、月琴、古筝、

大 胡 、大 提 琴 、中 音 二 胡 、

二胡、板胡、高胡、巴松、黑

管、双簧管、唢呐、长笛、竹

笛

独山花灯

音乐 舞蹈 器乐

是根据幼儿的接受发展水平去选择， 因为每一首独山花灯戏

都没有固定的调，学习的过程中容易让幼儿掌握。

课堂教学采用奥尔夫音乐教学的方法，让幼儿易学习《送

灯调》，通过打击乐的形式激发幼儿的学习欲望，更加在无形

中感受节拍的强弱，同时提高幼儿的注意力与思考能力，调动

起幼儿参与活动的强烈愿望。这从中反映出，为了使幼儿对活

动产生持久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教师必须采用多种方法或组

织形式让幼儿易学、好学、多学。

在《送灯调》活动案例中，幼儿需要在教师的口令下完成

动作的任务，那么幼儿在做动作时，就需要依靠自己对音乐节

奏的感知与理解，在主动思考过后对教师的口令做出反应。一

些幼儿对教师提出的要求需要较长的思考与判断时间， 然而

很多时候教师会因自身操之过急的原因，给幼儿过多的提示，

导致幼儿出现知识混乱的现象，影响之后的操作进程。在往后

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耐心等待，少给幼儿提示而多给幼儿自主

思考的机会，从而实现知识的真正内化。

六、结语

承载着地方民族文化的独山花灯， 已经不仅仅是独山文

化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独山花灯作为独山县文

化的灵魂和精髓，贯穿于独山人民的生活、传统节日、婚丧嫁

娶等活动中。 独山花灯艺术需要有更多的人保护和继承，因

此，要从小对幼儿进行独山花灯艺术教育，使幼儿开阔视野，

了解各民族的文化。

本论文在使贵州独山县本地幼儿从小感受民族音乐、体

验民族传统文化，接触优秀的独山花灯音乐活动，通过实践研

究提出利用独山花灯开展幼儿园艺术活动中的几条建议：选

择适合幼儿园，将独山花灯音乐本土化、贴近生活，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就是和现代教学结合。 实践中多次尝试和现代教学

相结合，效果显著，幼儿理解歌词和掌握节奏等均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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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独山花灯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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