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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指谣是一边做手部动作一边以口念儿歌或童谣的形式进行的一种游戏，具有节奏明朗且富有趣味性的

特点。手指谣作为一种幼儿习得经验的游戏活动和常规过渡形式，它能够将幼儿的学习和生活紧密结合

起来，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以及促进幼儿身心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但手指谣在当前的教学应用

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内容编制、实践教学以及幼儿学习方面的困难。本文结合教学案例与相关文献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内容编制和教学运用两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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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gerplays are hand movements coordinated with a song, rhyme, or occasionally a short story, in 
which the rhythm is clear and interesting. As a kind of game activity and routine transi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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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hildren’s learning experience, it can closely combine children’s learning and life, and has a 
great value in kindergarte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promoting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
velopmen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fingerplay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including the difficulties in content compilation, practical teaching and children’s learn-
ing. This paper combines some teaching cases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o analyze thes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rom two aspects of content compilation and teach-
ing application of finger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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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手指谣是一项通过用手部动作加念诵短诗、童谣或儿歌的形式来习得经验的游戏活动，其内容往往

转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对象和特定问题，它是运用手部动作来进行想象、创造以及展示，可以更

好地帮助幼儿理解与记忆，进一步促进其智力、创造力、手眼协调能力和手部肌肉的发展[1]。日常生活

中，人们在进行记忆活动时大多伴随着动作。研究发现，采取一边操作一边记忆的方式可以提高记忆效

率；借助动作，人们能够更好地与周围环境互动并获得更丰富的信息[2] [3] [4] [5] [6]。人类的记忆往往

需要情境与各类元素帮助[7] [8]，这要求我们要善于引导幼儿运用记忆策略，而手指谣通过手部动作吸引

幼儿的无意注意，从而促进幼儿对知识与经验的学习与记忆，因此是一个有效的记忆策略。此外，幼儿

的个体学习和日常生活中所从事的活动，大多都掺杂着动作的发生，而手部动作是所有身体运动中受限

最小且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因此，幼儿可以通过手指谣更易习得知识与经验。但是，手指谣在目前的教

学运用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问题，运用和推广手指谣存在一定阻力。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手指谣在教学

运用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发挥手指谣在教学活动中的价值。 

2. 手指谣在教学运用中的问题 

2.1. 手指谣内容编制的困难 

手指谣的内容独立在日常活动之外。手指谣作为一项游戏，能够有效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并对教

师组织活动起到顺利过渡的作用。但是，部分幼儿园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将手指谣融入一日生活

中。例如，所选择手指谣的主题没有贴合幼儿的日常和班级当前的主题。因此，在编制手指谣的时候应

该考虑手指谣运用的时间段以及内容是否贴合幼儿日常的问题。例如，幼儿在午睡过后、饭前饭后等零

碎的时间段，幼儿表现出意识松弛，自觉意识也比往常弱的现象，此时手指谣不但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还能使幼儿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减少幼儿的负面情绪，使幼儿在一天活动的部分环节中顺利过渡[9]。 
手指谣多为个人手指游戏，缺少同伴合作的形式。合作是一种社会互动和学习的主要形式与途径，

是否具备良好的合作意识及能力将决定儿童能否顺利融入团体和社会[10]。合作能力在学前阶段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课题，培养幼儿的合作精神和合作能力可以有效地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研究发现，中班的

幼儿已经具备合作能力，能借助语言交流和动作协调来进行简单的合作[11]。培养幼儿的合作能力也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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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手指谣的教学活动中，能够增加同伴间的交流和互动。目前常见的手指谣大多以个人手指游戏为主，

多为幼儿模仿老师或自念自玩。幼儿一边念诵着童谣，手部同步做出相应的动作，即为完成手指游戏。

这种个人形式的手指谣偏重于幼儿的平行游戏，缺少合作与交流。 
手指谣的内容在编制过程中缺乏创新性、趣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在一日生活当中，幼儿经常需

要用到手指，比如穿衣服、系鞋带、洗手、吃饭、劳动等，都需要手指间的高度配合，而在此类场景中

手指谣能够帮助幼儿在完成相关活动之前提前学习，使得幼儿在活动时能调动已有经验，完成穿衣、洗

手等动作。可见，手指谣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生活经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教师手指谣

在编制过程中容易忽视以下问题。首先，缺乏创新性。手指谣内容需贴近幼儿生活，体现幼儿生活，既

贯穿幼儿的一日生活又需要协助活动的开展。幼儿在做手指谣时往往是在固定时间做相同的内容，比如

在每日午睡后进行手指谣活动，能起到平复情绪和集中注意力的作用。部分教师在带班过程中重复使用

同一种手指谣，缺少对手指谣内容编制的创新，也很少融入新的主题和形式，使得手指谣在幼儿的一日

生活中过于单一乏味，对于幼儿来说没有挑战性和新鲜感，久而久之会对单一的手指谣产生厌烦情绪。

此外，有的手指谣内容过于陈旧，没有紧跟时代发展特点，因此手指谣内容的编制也需与时俱进。其次，

缺乏趣味性。有的教师在编制手指谣时，一味追求活动内容的灌输，将单次的活动内容全部加入手指谣，

没有考虑到幼儿的学习兴趣，不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导致幼儿在学习时出现游离、失去兴趣的情况。

再次，缺少科学性，内容不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例如，幼儿手部小肌肉尚未发育完全，而教师在

编制手指谣时对于小班的儿童过多地加入手部精细动作，加大了幼儿学习的阻力和困难，不利于幼儿手

部肌肉的发展，甚至有可能打击幼儿的自信心，对学习失去兴趣。手指动作没有针对性也不具象，幼儿

念颂的内容与手部动作没有很强的联系。最后，缺乏系统性。例如，有的老师在小班年龄段就开始教授

10 以内加减算术的手指谣，有的老师可能在大班中才开始教关于日常习惯养成的手指谣，这种混乱式的

教学方法既不符合幼儿的发展规律，也不具有系统性的发展特点。因此，手指谣的内容编制上既要健康

向上，又需符合幼儿身心发展，广大教师在编制手指谣时，需注意内容的创新性、趣味性、科学性和系

统性。 

2.2. 手指谣实践教学的困难 

大众对手指谣的认可度不高，没有意识到手指谣对幼儿发展的必要性。学前时期正是幼儿手指精细

动作和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手指谣主要是受大脑的控制，所以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需帮助其锻炼动手

和动脑的能力，可采用手脑并用的方式，手指谣就是大脑系统的活动操，它不仅可训练脑部系统，同时

也能锻炼幼儿的手部动作，从而促进幼儿肌肉和智力的发展[12]。很多幼儿园还未认可手指谣在教学活动

中的价值，认为手指谣的意义并不大，只是用手指比划动作，因此没有将手指谣作为日常活动的一项重

要内容。而家长对于手指谣的运用也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很多是小时候长辈或同伴之间流传下来的，多

为闲时消遣，没有形成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因此往往认为对幼儿发展没有很高的价值。 
幼儿园推行手指谣困难。部分幼儿园特别是民办幼儿园的活动内容往往需满足家长的需求，但是部

分家长对于幼儿的发展规律并不熟悉，只是希望孩子对于知识的掌握能越早越好，忽略了幼儿发展具有

阶段性的特点。所以，部分园区会依据家长的需求设立幼儿园课程内容，使得课程处于高结构化的模式，

缺少了活动的趣味性，甚至忽视了幼儿在课程内容学习的主体性，导致幼儿园在开展手指谣实践教学时

受到阻碍。一些幼儿园的教师素质参差不齐，阻碍了手指谣在幼儿园的顺利开展。学前阶段的孩子在学

习手指谣的过程中多以无意识的模仿为主。手指谣中，童谣和手部动作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每句童

谣都有相应的手部动作，每个词语在手指上都能有生动和具象的体现。若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很好

地理解童谣和掌握手部动作，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即使学会了其中一项也不能达到促进手眼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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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有的教师在教学时单纯地运用视频的方式让幼儿模仿，没有亲自示范，缺乏生动的教授过程，导

致幼儿在学习手指谣时缺少对童谣的理解和对动作规范性的认知，加大了幼儿学习的难度。 

3. 手指谣教学运用的建议与方法 

3.1. 将手指谣融合到五大领域当中 

优质的幼儿园可率先将手指谣融入课题研究，将手指谣融合到语言、社会、健康、艺术、科学五大

领域课程内容。 
融合语言领域。幼儿念诵手指谣能够培养其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清晰、口语流利、逻辑合理、

语速得当等。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前期的关键是倾听，因此童谣在幼儿语言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教

师可引导幼儿积极参与文学作品欣赏活动，让幼儿在反复倾听中不断体验和品味作品，在感受文学作品

意境美、语言美、画面美的过程中培养审美情趣[13]。 
融合社会领域。幼儿在进行多人合作形式的手指谣活动时，自身的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也在不断提

高。通过主动寻求同伴，配合完成手指谣，幼儿的交往能力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比如，在奥尔夫音乐教

学中，能够组织多人一起参与，如果在其中结合手指谣的形式就可以发挥出手指谣的教学价值。未来在

手指谣的编制与教学时，教师可进行多方面考虑，加入多人合作的形式，参照奥尔夫的教学方法，编制

出多人合作的手指谣。这对于教师的专业能力、文学素养和创造力也是一大挑战。 
融合健康领域。精细动作能力指个体主要凭借手以及手指等部位的小肌肉或小肌肉群的运动，在感

知觉、注意等多方面心理能力的配合下完成特定任务的能力，对个体适应生存及实现自身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14]。学前期的幼儿正处于脑部发展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可合理地训练手部精细动作，以促进幼

儿手眼协调能力的发展，如抓、捏、摸等动作都可以有效地锻炼到幼儿的小肌肉。幼儿精细动作的发展

特点具体表现为：小班幼儿的精细动作发育尚不完整，手眼不能协调；中班幼儿的精细动作有了一定的

提高和发展，手指开始灵活；大班幼儿的精细动作快速发展，能够自如地控制手腕，动作质量也有了较

大提高。幼儿在做手指谣的过程中，需一边念诵文字内容如童谣或诗句一边做出相应的手部动作，能够

很好地训练其手眼协调能力以及促进手部精细动作的发展[15]。 
融合艺术领域。手指谣具有节奏性、律动感的特点，对于培养幼儿的艺术审美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同时，幼儿在学习模仿以及参与创编的过程中能迸发出更多新颖的想法，通过教师的整合融入到手指谣

当中，形成属于具有本班特色的手指谣，无形地促进幼儿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幼儿的钢琴或其他乐

器学习中，手指游戏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为了提高幼儿学习钢琴的兴趣，有学者编制了一

套针对儿童钢琴入门的手指操[16]，对手指谣与艺术领域进行了很好的融合。 
融合科学领域。《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小班幼儿能感知和发现周围物体的形状。教

师可将数学领域和科学领域的内容融入到手指谣当中，利用手指谣的灵活性和直观性的特点，辅助幼儿

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减少幼儿在学习该领域中的困难，增强幼儿的学习自信心。 

3.2. 手指谣编制的主体以及表现形式的创新 

师幼共同编制。许多教师在编制手指谣时，通常是在教研室与同事们讨论研制，不妨将手指谣编制

的对象投向幼儿，让教师和幼儿一起编制出属于自己的手指谣，让幼儿拥有参与感，并体会与老师共同

完成作品的乐趣，同时也减轻了他们的学习负担和难度，形成热爱学习，善于思考，敢于大胆提出想法

的习惯。此外，幼儿对于自己参与创编的手指谣能更好地理解，获得更高的自豪和自尊感。 
手指谣的表现形式。虽然是手指游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加入道具辅助，在道具间充分律动手指，

能达到锻炼幼儿手眼协调能力的效果。可以让幼儿充分利用身体各个部位、桌面、铅笔、乐器等幼儿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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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接触的事物，教师应该尽可能为幼儿的探索提供条件。但是教师也应该注重个体差异性，不要千篇一

律或者片面追求手指谣的花样和难度，要从幼儿实际年龄特点出发，年龄较小的幼儿以简单、重复动作

为主，更有利于他们的掌握；年龄较大的幼儿可适当增加难度，依据本班幼儿的特点，既能达到最近发

展区，又能照顾到学习能力较弱的孩子。 

3.3. 手指谣的编制需体现手指谣趣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特点 

班杜拉认为，新行为的习得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包括注意、保持、再现和动机这四个具体

的过程。而这整个过程中首要的是注意过程。如何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是让幼儿习得新行为的关键，这就

要求手指谣活动是一项富有趣味，容易吸引幼儿注意的活动，并且这个过程需要形象有趣，吸引幼儿的

注意力，让幼儿主动投入到活动中。 
手指谣还需具备科学性和系统性，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同时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手指谣不仅仅

要贯穿于一日生活当中，还应当贯穿于整个学期、学年甚至整个幼儿时期，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化的学习

形式，在不同的阶段利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让幼儿借助手部动作可以形象直观地理解所学知识。并且，

手指谣的难度应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而增长，而不是混乱指导秩序。同时学习内容需要进行重复，帮助

幼儿更好地进行记忆。 

3.4. 手指谣在一日生活中的整合运用 

手指谣应与一日生活并行，并融入到一日生活当中。幼儿的情绪波动大，具有不稳定的特点，且容

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通过有趣生动的手指游戏，能够很好地转移幼儿

的注意力。比如，在午饭前，幼儿处于兴奋状态，而进餐需要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要求不能大声喧

哗，不能随意走动，此刻手指谣能够充当一个很好的过渡方式。将幼儿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通过

念诵童谣结合手部动作，使幼儿的情绪稳定，降低幼儿的兴奋点，保持一个平静的就餐环境。 
手指谣应成为幼儿获得直接经验的重要途径。作为游戏的一种手指游戏与其他游戏相比更加简单易

学、实用有趣。手指谣结合具有明快节奏、韵律儿歌可以让幼儿边说唱边做动作，是一种便捷的训练幼

儿手指动作的游戏，具有游戏性、开放性、普适性和融合性等特点[17]。幼儿在进行手指游戏当中可以习

得大量的生活经验。比如，《吃饭歌》等关于日常生活的手指谣，《吃饭歌》“小饭碗，扶扶好，小调

羹，拿拿牢。一口一口自己吃，吃得干净真正好。”讲述关于吃饭时如何使用餐具以及日常的用餐习惯。

在系列活动之前就可以让幼儿习得相关的经验，相当于让幼儿利用手指来对生活进行预习和演练，让幼

儿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回忆起手指谣的内容，在进行常规活动的时候更加顺利。此外，可以利用手指游戏

的方式，让幼儿习得离自己生活较远的经验。比如，现在大多数幼儿是在城市中生活，对于乡村的环境

和农耕并不了解，但这又是幼儿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时就可以很好地利用手指谣简单易操

作的特点，将织布、绣花等类似的动作加入到手指谣当中。 

3.5. 肯定手指谣的价值，提高社会认可度 

如今手指谣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逐渐提高，应用也越来越普及。根据近年发表的关于手指谣、手指游

戏或手指操的文献可知，大家对幼儿手部动作与大脑发育相结合的开发与锻炼越来越重视。有许多优质

幼儿园已经开始将手指谣融入到一日生活和班级课题当中。但相当一部分的群体还未意识到手指谣在幼

儿生活学习中的价值。一方面，需要一些优质的园所率先将手指谣这一课题推出，并不断完善其在幼儿

园活动中的运用，以此向全社会推广，得到更多教育者以及家长的认可。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提供更

多手指谣的实证研究证据，为手指谣的教学运用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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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手指谣的编制需体现出创新性、趣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手指谣编制的主体以

及表现形式也有待进一步优化。而且，有必要将手指谣加入到一日生活和日常习惯培养当中，并融合五

大领域课程内容，以此促进幼儿语言、社会、健康、艺术、科学领域能力的发展，同时也能加大手指谣

在教学当中的价值宣传，提高社会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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