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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竿舞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民间体育游戏,具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和丰厚的教育价值。竹竿舞在幼

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为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增添乐趣,也能激发幼儿的全面发展。竹竿舞民

间游戏的开展,符合幼儿好动和对事物好奇的特点,同时竹竿舞可以以肢体语言的方式让幼儿抒发自己

的情感。本文笔者详细阐述了竹竿舞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意义以及竹竿舞在幼儿园体育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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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mboo dance is a traditional folk sports game of ethnic minorities, with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rich educational value. The application of bamboo dance in kindergart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add 

fun to kindergart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stimulate children's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games of bamboo dance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active and curious 

about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bamboo dance can let children express their feelings by body languag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laborated on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bamboo dance in kindergart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bamboo dance in kindergart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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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民间流传下来的体育游戏有很多,然而有些

民间游戏却被电子产品及各式各样的玩具所替代。现如今很多

孩子喜欢形态逼真、色彩艳丽、制作有趣的玩具,也有的孩子沉

迷于电子产品。这样就导致多数孩子不热衷于体育游戏,也不能

发现体育游戏给自身带来的快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

各民族的民族文化。”也就是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引入民间

体育游戏,让幼儿通过民间体育游戏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

特色和优势,让幼儿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及风土人情。本文将少

数民族的竹竿舞应用于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用竹竿舞来锻

炼幼儿肢体灵活性,同时让幼儿在跳竹竿舞过程中感受音乐的

韵律美。在众人的歌声中幼儿跳起竹竿舞,双脚在竹竿之间穿梭,

幼儿以优美的舞姿抒发美好情感。 

1 竹竿舞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1.1丰富课程内容 

当前多数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主要以体能、手指操等活动为

主。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应用具备传统文化魅力的竹竿舞,

可以让幼儿在体育学习中感受到与人合作的集体成就感。通过全

班幼儿集体演绎竹竿舞,使体育活动形式更开放,内容更新颖。 

1.2增添课程内容的趣味性 

由于不同幼儿的性格、喜好及具备的学习能力都不同,如果

整个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内容乏味无趣,那么就不能满足每个

幼儿的学习需求。竹竿舞是一项节奏感极强,形式多样的游戏,

可以让幼儿获得不一样的体育课程体验。竹竿舞以其独特的玩

法深受幼儿的热爱。 

1.3富有本土特色的竹竿舞,可以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美好

情感 

竹竿舞是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体育游戏,竹竿舞在

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尤其是本土幼儿园,可以让幼儿

了解家乡的本土特色,也能将当地的民族文化渗透到幼儿心理,

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开发本土资源可以进一步完善

幼儿园体育课程结构,丰富体育课程内容,促进体育课程与本土

资源及社会的广泛联系,进而彰显出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的生

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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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儿童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曾提出：“节奏第一,音乐和动

作结合的观点。”他认为从节奏开展音乐教育,有了节奏,才能将

舞蹈跳好,将歌曲唱好。一旦没有了节奏,即便歌声再悦耳,舞蹈

跳的在完美,也不能使竹竿舞在幼儿园体育活中淋漓尽致的表

现出来。 

竹竿舞是一项节奏感很强的体育游戏,没有节奏就无法进

行下去,如果节奏不正确,也完成不了整个竹竿舞游戏活动。当

幼儿在体育活动中玩竹竿舞时,幼儿可以跟随节奏探究竹竿

舞节奏特点,如强弱快慢。经过长期练习,幼儿逐步掌握竹竿

舞节奏,幼儿之间配合度也会越来越强,并且进一步培养幼儿

的节奏感。 

1.5锻炼幼儿身体协调能力 

当幼儿进行竹竿舞体育游戏时,孩子们会很灵活的控制自

己的身体,小脚在两根竹竿之间有节奏、有规律的穿梭,要紧跟

敲击竹竿的速度。其中包括单脚跳和双脚跳等转身动作,这些对

发展幼儿的身体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都有帮助。幼儿跳竹竿舞

时,会调动身体各个部位,有的幼儿敲打竹竿会用上肢,这时也

考验幼儿的手臂力量及下肢脚腕是否灵活,而跳竹竿舞的幼儿

需要用下肢,这时需要借助腿部和脚踝力量。这些都能培养幼儿

身体灵敏度。 

1.6强化幼儿自信心 

有些幼儿在起初跳竹竿舞期间,表现得小心翼翼,刚开始幼

儿通过地面上静态的竹竿进行反复练习,之后教师进行正确的

示范和引导,幼儿开始在体育活动中开始跟随音乐节拍跳起来。

但是在幼儿跳舞时经常出现跌倒问题,有的幼儿摔倒了就不再

继续跳,面对这种问题,教师首先鼓励幼儿通过反复练习,找到

跳竹竿舞的秘诀。之后孩子们在跳竹竿舞时更加注重听节拍再

跳,后期孩子们跌倒次数变少,幼儿开始转变竹杠形式,转换音

乐,此时竹竿舞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的价值显现出来,幼儿

跳竹竿舞的自信心也开始建立起来。 

1.7培养幼儿合作意识 

幼儿园竹竿舞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幼儿开始演绎不同角

色,有一部分幼儿需要负责控制竹竿的工作,对竹竿做开合动

作,还有一部分幼儿负责跳跃。如果这两部分幼儿不能相互配

合,那么也就无法将合作继续下去,整个竹竿舞的开展也会以

失败告终。比如说,有的幼儿节奏掌握不好,出现节奏不一致

的问题,会出现一头竹竿开,另一头竹竿合的问题,这时跳跃

的幼儿,脚会被竹竿夹住,或者被竹竿绊倒。所以负责操作竹

竿合负责跳跃的幼儿双方不能默契合作,就会造成幼儿多次

摔倒和多次被竹竿夹脚。所以说,竹竿舞有助于培养幼儿合作

意识,只有幼儿在掌握竹竿节拍规律下,双方配合,才能完整

的跳完整个竹竿舞。 

2 竹竿舞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2.1引导幼儿掌握跳竹竿舞的方法 

首先,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教师给幼儿搜集有关竹竿

舞的相关视频,给幼儿讲解有关竹竿舞的由来,引导幼儿借助

视频讨论竹竿舞有哪些玩法,这样做是为了让幼儿对竹竿舞

有初步的了解。在幼儿掌握了跳竹竿舞需要的工具后,教师引

导幼儿跟随音乐的节奏做竹竿开合动作,在这期间可以让幼

儿对竹竿舞产生兴趣,这为接下来的体育游戏创造了有利条

件。其次,教师可以为幼儿安排任务,让幼儿在家庭中能够借

助家长的合力,了解和学习跳竹竿舞,这样可以增进幼儿和父

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同时也能让幼儿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使

身体更协调。其三,教师需要给幼儿示范正确的跳竹竿舞的所

有动作,让幼儿学习和模仿教师的动作,幼儿可以在静止的竹

竿下进行动作练习。 

例如,教师可以将两根竹竿摆成一字形状,之后再给幼儿

示范,教师和幼儿口中共同念着：“一二分,三四合,五六跳进”

的口诀。另外,幼儿在进行竹竿的开开合合的练习时,可以引

导幼儿借助板凳进行练习,在练习中教师强调幼儿掌握竹竿

开开合合的要领,熟悉竹竿节奏。总之,幼儿在初期学习竹竿

舞时,应该掌握持竿的方法,同时熟练跳竹竿舞的动作, 后,

动作熟练后,教师可以搭配合适的音乐让幼儿跳竹竿舞。如,

教师可以挑选竹竿舞的背景音乐,鼓励幼儿勇敢尝试着跳竹

竿舞,教师可以在一旁为孩子们打节拍,由于孩子们掌握的不

熟练,节奏跟不上,这样就很容易被竹竿绊倒。为了让幼儿很

快掌握节奏,并学会跳竹竿舞,教师也可以每天为幼儿设置学

习任务,让幼儿不仅在体育课上练习竹竿舞,也要在家庭中在

家长的协助下多做练习。 

2.2加强幼儿之间的合作,培养合作意识 

在幼儿不断练习后,很多幼儿已经能够掌握竹竿舞音乐

节奏,在动作上也有了很大进步。此时,教师可以将幼儿进行

分组跳竹竿舞。这时考验幼儿分组合作能力,因为前期的练习

经常会出现小组配合不默契,频繁出现竹竿夹幼儿脚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加强幼儿之间的合作,强化合作意识,教师可以创

造多样化的练习活动,比如说蚂蚁搬豆活动、萝卜蹲等活动。

这些活动都能锻炼幼儿合作能力,也能增强幼儿积极参与体

育游戏的兴趣。 

2.3装饰竹竿 

很多幼儿对色彩艳丽的、充满童趣的事物比较感兴趣,教师

可以从幼儿兴趣和学习需求入手,可以将跳竹竿舞的竹竿进行

装饰,让幼儿在视觉上对竹竿舞产生迫切想要尝试的欲望,这样

也能为幼儿园体育课程实施提前做准备。 

如,教师可以用颜色多样的彩带或者彩纸装饰竹竿,这样幼

儿在跳竹竿舞时眼前会呈现出被各种颜色缠绕的竹竿,顿时幼

儿被色彩鲜艳的颜色所吸引,给幼儿带来色彩斑斓的竹竿舞。 

2.4创编竹竿舞跳法 

传统的竹竿舞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来说存在很大难度,因

为幼儿的骨骼还尚未发育成熟,骨骼很脆弱,并不能做节奏较快

且繁琐的动作。因此,竹竿舞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必须结合幼儿自身的身体素质和结合幼儿学习竹竿舞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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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程度,针对幼儿的身体实际情况创编适合幼儿跳的竹竿舞,这

样做也能满足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身心发展特点。 

如,教师在课上可以适当将竹竿舞的节奏简化,也就是将快

拍变成慢拍,这样可以降低幼儿学习竹竿舞的难度,也避免因竹

竿舞难度大使幼儿丧失跳竹竿舞的自信心。 

2.5竹竿舞与儿歌相结合 

传统的竹竿舞是将民歌作为音乐的伴奏,如果幼儿以成人

的音乐理解竹竿舞,会增加难度系数,同时也不匹配幼儿学习需

求。所以在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应用的竹竿舞,应该力求简约,

能够达到幼儿兴趣需求。教师可以结合幼儿的兴趣将儿歌与竹

竿舞相结合,因为儿歌是幼儿熟悉和比较喜欢的音乐,而且儿歌

形式多,有比较动感的音乐能让幼儿不自觉地动起来。在搭配幼

儿喜欢的儿歌音乐后,教师可以让幼儿尝试用手中的筷子作为

竹竿进行敲打,在敲打过程中幼儿逐渐摸索和学习竹竿舞节奏

感,也可以让幼儿尝试在地上将竹竿舞开合和进出的线画出来,

之后幼儿做出各种动作练习。 

2.6户外搜集材料,开展竹竿舞游戏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强调：“提高幼动作的协

调性和灵活性。”户外体育游戏是孩子们 喜欢的活动方式。因

为孩子的天性被释放,不会被局限。在户外,教师可以为孩子们

开展竹竿舞游戏活动。其一,教师引导幼儿寻找本土资源。竹子

是幼儿跳竹竿舞,开展竹竿舞活动的主要道具,幼儿在户外可以

收集竹竿,尤其是对于农村的幼儿来说,可以借助本土资源,在

户外或者借助家长的帮助搜集竹竿。其二,对游戏材料做出有效

调整。由于孩子们收集的竹竿有粗有细,有长有短,有的竹竿头

部还很锋利,带有安全隐患,这时教师要将幼儿收集的竹竿进行

调整,要将长度不一的竹子制作成长度相等的竹子,而且还要在

竹竿两头包裹海绵,这样幼儿接触竹竿时不会造成损伤。也可以

用彩色的彩带给竹竿装饰的更漂亮,也可以让幼儿参与装饰竹

竿。另外,教师还可以给幼儿画出竹竿舞的寄走图谱,让幼儿对

照图谱学习竹竿舞的跳法。也可以话一些空白表格,让幼儿将竹

竿画出来,孩子们通过绘画和想象在空白表格中进行竹竿表演。

整个游戏活动开拓了孩子们的动脑和动手能力,也能给幼儿创

造多样化学习机会。为了满足幼儿对竹竿舞民族文化的好奇心,

教师也可以给幼儿组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如果是少数民族本

土幼儿,就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一人准备一套服饰,孩子们穿上

少数民族服饰,感受竹竿舞民间体育游戏的独特魅力的同时也

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活动体验。孩子们在游戏的同时也增进了

与伙伴合作及情感交流,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也被 大程度发挥

回来。 

3 结束语 

竹竿舞也被称为竹杠舞。持竿者会呈现坐、蹲和站这几种

姿势。竹竿舞的开展需配合音乐来完成,竹竿舞在少数民族比较

盛行。将竹竿舞应用于幼儿园体育课程教学中,可以增加幼儿的

文化认知,也能将我国民间优秀的体育游戏活动传承下去,让幼

儿了解民间特色文化,培养幼儿的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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