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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积极的认识倾
向，这种倾向常有稳定、主动等特征。在日常学
习中，学生对某一事物有了兴趣，就会愿意接近
它，并且能积极投入，久而不厌，心情愉快地学
习。有了兴趣，学生就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
性，在学习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多年
来，本人从事小学壮语文教学工作，认为培养学
生对壮语文的学习兴趣，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是
至关重要的，正如苏霍姆林斯所说的“学习兴趣
是教育的根本”。以下是本人在教学实践中，关
于如何培养小学生学习壮语文兴趣的一些心得
体会，供同仁参考。

一、创设学习壮语文的环境氛围
凤山县砦牙乡隆梅小学于2018年秋季学期

开始开设壮语文地方课程，是凤山县开设壮语
文教学试点学校之一。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我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扩大、加深全社会对学校开设壮语文
课程的认知，争取当地群众对学校开设壮语文
教学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学习壮语文是党和国
家赋予壮族人民的权利，学习使用壮语文，可以
使壮民族的优秀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丰富中
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
信，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为此，我时常利用

网络渠道，通过自己所在的微信群、QQ 群宣传
民族政策及壮民族概况、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特
色美食等；宣传学校开展的壮语文教研、教学比
赛等各项活动，以及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在社会
上取得共识。

（二）争取学生家长对学校开设壮语文课程
的认可与支持。在小学阶段开设的壮语文课
程，中考高考却不考壮语文这一科目，有的家长
认为，既然各阶段升学考试都不考壮语文，开设
壮语文课就是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浪费有限
的学习时间，得不偿失。针对这些问题，学校要
求各班班主任在本班群里宣传解释开设壮语文
课程的政策依据，让家长了解学校通过壮语文
教学，达到壮汉双语教学相辅相成，融合发展的
目的。同时指出，如果学生对壮语文学习感兴
趣，可以作为以后选学专业的方向，在就业时，
也多了选择的机会。总之，多一门专长，就多一
条就业方向，以此消除家长们心中的顾虑，转而
关心支持学校开设壮汉双语教育教学工作。

（三）营造壮汉双语的育人校园环境。现
在，学校的校牌，墙上的宣传语，各教室、功能室
等都使用壮汉两种文字，不仅美化校园，更能体
现学校文化内涵。学生们一进校门就能感受到
壮语文的存在，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无形中增

强了学习壮语文的兴趣。
二、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壮语文的兴趣
（一）让学生快乐地学习壮语文。教育家约

翰·杜威有这么一段论述：“学生自己的本能或
者兴趣应该是教学的核心思想，兴趣引导教学
工作的开展，学生作为中心，任何的教学内容都
围绕这个中心去转，教师的教学方法，教材的内
容设置都要与学生的兴趣结合起来，使学生能
够主动融入学习当中。”由此，我在教学实践中
做法如下：营造一个轻松快乐的学习氛围，适当
降低教学目标，不给学生在学习壮语文过程中
产生压力，让学生能够在快乐中学习。在教学
实践中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增强教学内容的
趣味性。在教法上多用情境式、参与式等教学
手段，在课堂中注重学生的参与，鼓励学生积极
发表自己的真实认知与感受。多给鼓励性评
价，淡化学习目标，尽量避免学生因担心完不成
学习目标而产生心理负担，导致滋生厌学心理。

（二）以活动比赛促进教学。自从学校开设
壮语文地方课程以来，充分利用壮汉双语教育
专项经费，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教学
活动。例如每年的“壮族三月三”，学校都开展
了具有壮民族特色的活动，活动内容有学唱本
地山歌、打陀螺、跳竹竿舞、品尝五色糯米饭以

及其他游园活动等，还特别举行了四届壮语文
诵读比赛。在“六一”儿童节时，举行了三届壮
汉两种文字书法比赛，这些活动不仅增添了节
日的气氛，也增强了学生学习壮语文的成就感，
营造了学习壮语文争先争优的浓厚氛围。再
如，积极组织指导学生参加县教研室开展的各
项壮汉双语比赛活动并取得较好的成绩，2020
年11月指导罗双同学参加全县首届小学生讲标
准壮语故事比赛，荣获三等奖；2021 年 7 月指导
罗慧芹同学参加全县党史学习教育小学生“讲
述红色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主题壮文诵读比赛，
荣获二等奖；2021 年 10 月指导隆梅小学代表队
参加全县首届小学生壮语才艺表演赛，荣获二
等奖；2021年12月指导罗慧芹同学参加2021年
凤山县小学生现场壮文作文比赛，荣获二等奖；
2022 年 11 月指导华欣怡同学参加全县 2022 年
小学生校园中华经典壮语诵读比赛，荣获二等
奖，等等。每当参赛同学获得荣誉，学生开心，
家长放心。通过参加比赛活动，同学们学习壮
语文的积极性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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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兰县的铜鼓历史悠久，距今已有 2000 多
年历史，该县民间传承使用的铜鼓达 612 面，占
世界传世铜鼓总量的四分之一。壮族铜鼓习俗
在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作为世界闻名的铜鼓之乡，作为铜鼓的传
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这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与发扬。《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
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引导幼儿感受祖国文化的
多姿多彩，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
感。本人根据本土教育资源的情况，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践，对幼儿园教育中如何传承发扬铜
鼓文化进行探讨。

一、在幼儿园教育中融入铜鼓文化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
承。

铜鼓是兴旺、吉祥和奋进的象征，古老而珍
贵。在东兰的红水河两岸，村村寨寨都藏有不
同年代的铜鼓，这里的铜鼓以粗犷豪迈和原始
古朴的韵味演绎着特有的民族风情，充分展示
出它的独特魅力。铜鼓文化是东兰百姓薪火相
传的精神和信仰，是东兰人文瑰宝，是老百姓对
大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感恩和对时代进步的
欢呼。幼儿园教育是教育的启蒙阶段，要打好
根基，必须从幼儿教育抓起。把铜鼓文化融入
幼儿园的教育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激发幼儿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有
着重要的意义。

（二）充分挖掘本土教育资源，有效弘扬祖
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教师本身的综合
素质。

《幼儿园纲要》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
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
爱祖国的情感。”东兰作为世界闻名的铜鼓之
乡，铜鼓文化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但有一部
分幼儿教师对本土铜鼓文化缺乏了解，对本土

教育资源的挖掘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幼
儿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师各方面综合素
质水平的高低，让幼儿教师充分了解东兰铜鼓
文化，提高挖掘本土教育资源的能力，丰富幼
儿园园本课程的内容，可以更好地提高幼儿园
教育教学水平，同时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
质。

二、在幼儿园教育中传承与发扬铜鼓文化
的途径与方法

（一）营造学习传承铜鼓文化的氛围。
1.利用铜鼓文化进行环境创设，从视角空间

和环境刺激中促使幼儿主动学习铜鼓文化。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环境

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该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
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环境在幼儿
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隐形教育资源，它是一位
无声的老师，时刻影响着幼儿的生活和学习，对
幼儿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让幼儿对铜鼓
文化感兴趣，让他们从小受到铜鼓文化的熏陶，
可在走廊、楼梯等处粘贴铜鼓图画，展示各种不
同类型的铜鼓，让幼儿感受铜鼓文化的丰富
性。在教室的环境创设中，挂上铜鼓吊饰，营造
深厚的铜鼓文化氛围，让幼儿从视觉空间和环
境氛围中感受铜鼓文化，主动学习和了解铜鼓
文化，从而使幼儿对家乡民俗文化产生自豪感
和萌发传承意识。

2.将铜鼓文化渗透到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是幼儿在宽松的环境中按照自己

的意愿和能力，以实际操作摆弄为主，并自主地
选择学习内容和合作伙伴的一种个性化活动。
区域活动的内容也是主题教育内容的延伸，把
铜鼓文化渗透到幼儿的区域活动中，可以让幼
儿在欢快自由的活动中传承千百年来的铜鼓文
化，培养幼儿坚强、乐观、奋进的良好品格。铜
鼓文化创设可从以下区域入手：

创设铜鼓文化专栏，将铜鼓文化融入语言
区。在图书区，投放有关铜鼓的图画书，让幼儿

在图书中了解到有关铜鼓文化，了解各种不同
的铜鼓的形状，知道一些有关铜鼓的故事，等
等，初步了解铜鼓文化的神奇魅力，萌发热爱祖
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创设铜鼓舞台，发挥幼儿天性。每年正月
到二月，壮族人民都会选择不同地点，不同时间
举行盛大隆重的蚂拐节，铿锵有力的铜鼓音乐
和铜鼓舞蹈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大部分幼儿来
说是很熟悉的，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跃跃欲
试。因此，根据幼儿喜好，为幼儿提供表演区，
并提供一些有关铜鼓文化的材料，投放一些幼
儿和家长制作的手工铜鼓，供幼儿根据音乐的
节奏进行敲打，激起幼儿表演的欲望，提高幼儿
的创造力、语言表达能力、表演能力、模仿能力
等，使多年积累的铜鼓文化在区域游戏中得到
传承。

充分利用好铜鼓美工区。在美工区，为幼
儿提供有关手工制作铜鼓的成品和半成品材
料。提供手工制作的成品铜鼓，引导幼儿观察
铜鼓的纹理、图案等，为幼儿在后面的制作中提
供参考；提供半成品材料，发挥幼儿的想象力和
动手能力，在动手操作中培养幼儿的智慧，让幼
儿在实践中自然而然产生对铜鼓文化的传承意
识。

（二）将铜鼓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园本课
程，丰富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内容。

将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铜鼓文化资源融入
幼儿园课程中，让幼儿园课程变得更加“接地
气”，丰富幼儿园课程的内容。开设幼儿园园本
课程是幼儿园课程的一部分，也是促进幼儿健
康成长的保教活动。幼儿教师通过开展园本课
程，循序渐进、有成效地促进本土教育资源与幼
儿园课程的有机融合，可以促进幼儿教育全面
发展。其次，通过本土课程的实施，可以促进幼
儿认知、技能、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发展，使幼儿
性格活泼开朗、喜欢探究、讲文明讲礼貌、勇敢
自信、与同伴团结协作，更能激发幼儿崇高的爱

国情怀和热爱家乡的情感。
（三）通过家园共育，在亲子活动中巩固铜

鼓文化的教育效果。
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幼稚教育是

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
胜任的，也不是幼儿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必
定要家园共同协作密切配合，才能取得满意的
教育效果，良好的家园合作才能让幼儿园的教
育工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家园共育过
程中，带幼儿观看或共同参与铜鼓文化活动，
能够提升幼儿对铜鼓文化的认知，加深对铜鼓
文化的兴趣。在开展铜鼓文化教育活动中，可
通过亲子活动共同制作铜鼓，鼓励家长带领幼
儿到铜鼓馆去观察各式各样的铜鼓，邀请了解
铜鼓文化知识的家长给孩子讲有关铜鼓的故
事。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既能巩固铜鼓文化的
传承，又可以增加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感情，从
始至终可以让幼儿在欢快的氛围中提升铜鼓
文化教育的效果。

总之，在教学实践中，利用铜鼓文化进行环
境创设，从视角空间和环境氛围中激发幼儿学
习铜鼓文化的主动性；利用铜鼓文化融入幼儿
园园本课程，丰富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内容，提高
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促进铜鼓文化与幼儿园
教育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提高幼儿的文化素
养和民族自信，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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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策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