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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值得继承和发扬。教育部2014年发布的《改进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分阶段有效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岭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独特的地域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人物故事背景和民间舞狮文化从艺术人

文的角度传承下来,契合了当地的生活,满足了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的需要。如何创造性地继承这一本

土民间文化瑰宝,将民间文化融入幼儿音乐教学中,教师应从幼儿园少儿舞狮表演的可行性、创作依据和

原则等方面进行实践,以及评价儿童身心发展的作用。以岭南舞狮表演为例,结合幼儿园艺术领域的音乐

活动,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动作发展水平,为孩子们创造合适的舞狮舞步和练习,让孩子们在优美有节

奏的音乐中舞狮,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发展,提高幼儿音乐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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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is broad and profound, and is worth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guiding outline for improv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4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 stages". Lingnan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its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strong flavor of life, fresh character story background and folk lion dance culture 

inheri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nd humanities, which conforms to the local life and meets the needs of 

children's age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ow to creatively inherit this local folk cultural treasure and 

integrate folk culture into children's music teaching, teachers should practice from the feasibility, creative basis 

and principles of children's lion dance performance in kindergartens, as well as evaluate the role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aking Lingnan lion dance performance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the 

music activities in the art field of kindergarten, according to the children's age characteristics and action 

development level, create appropriate lion dance steps and exercises for children, so that children can dance lions 

in beautiful and rhythmic music, so as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body and mind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ldren's music teaching. 

[Key words] Lion Dance Culture in Lingnan;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Practical research 

 

前言 

“民俗文化”是世界上各种流行习

俗的总称。它包括民间物质文化、口头

文学和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岭南舞狮

融合了多种民间文化元素,如信仰、传说

和节日,以及武术、音乐和舞蹈等元素。

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国不可

多得的优秀传统民俗文化之一。从“民

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对其进行

科学研究,不仅有利于追根溯源,发掘其

文化遗产和文化价值,而且有利于协调

其与民生的关系,从而弘扬舞狮文化,打

造新的习俗。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

出“教育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孩子

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和优秀”。以幼儿园

教育为载体,将当地民俗文化融入课程,

突出其生活性、童趣性、娱乐性的特点。

它是一种充分发挥人文内涵和文化价值

的新课程资源。它符合幼儿园日常性、

趣味性的课程要求,有利于儿童默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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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幼儿园教

学活动中,探索岭南舞狮文化的音乐教

学实践,创造适合儿童的舞狮艺术。 

在幼儿教育过程中,岭南文化独特

的文化遗产、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核心价

值观植根于儿童的精神血液,成为塑造

儿童文化素养和素质的基石。可以通过

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开发幼儿园地方课

程、弘扬岭南传统文化来实现。 

1 岭南舞狮简介 

在我国,舞狮这种伎艺,可分为两个

流派。中原地区舞的“狮”,毛色金黄,

两个舞者把躯体套进狮身,连腿部也包

裹得毛茸茸。乍一看,倒真像头百兽之

王。岭南人舞的狮子,人称为“南狮”,

其形态与“北狮”大不一样。它头有尖

角,眼似铜铃,双耳高耸,面目狰狞。嘴下

有须,或黑或白,据说不同颜色的须,代

表狮的不同脾气,黑须狮剽悍,白须狮沉

雄。而狮身,则是脖子后拖着的一条彩帔,

舞者举起狮头左右摇幌,而人身则暴露

无遗。在行进时,又有戴着“大头佛”面

具的人,在前引路。它扭扭捏捏,作出种

种滑稽的姿态,与威武雄壮的狮子相映

成趣。到了一定的地方,“南狮”还要“采

青”。所谓“青”,其实是“红包”,上面

绑着些生菜。人们或是把“青”高高吊

在楼层上,让舞者叠起人梯去取,这叫

“采高青”；或是把盛着“青”的木盘,

放在地上的条凳前边,让“狮子”跨上窄

窄的桡子上舞弄,这叫“采水青”。无论

是哪一种采法,在采青前,狮子都要作出

洗脸刷牙搔首叩头等姿态。当狮子把

“青”吃了,人们便大放爆竹,以示祝贺。 

2 幼儿园开展岭南狮舞教学的

意义 

岭南舞狮作为一项典型的传统体育

活动,深受人们的喜爱。它具有显著的地

方特色,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当地的民

俗文化,并且其文化内涵直接关系到当

地劳动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文化传

承。因此,人们在进行岭南舞狮表演时,

不仅可以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运动技能、

意志力和身体素质,而且能够接受当地

民俗文化的教育和学习,激发孩子对家

乡的自豪感。 

幼儿舞蹈学习是幼儿园音乐教育教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儿舞狮表演生动、

直观、活泼,它以模仿动作为主,极具吸

引力。这是一种儿童喜爱的艺术形式,

舞蹈性强,艺术性强。少儿舞狮结合武

术、舞蹈艺术、音乐等综合元素,以节奏

感强的节奏完成各种造型表演。它是对

表演者的艺术熏陶,也可以潜移默化地

受到教育,促进儿童身体素质、音乐素

质、智力、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传承

当地民俗文化具有特殊意义。 

3 岭南狮舞文化融入幼儿园课

程的实施 

以岭南游戏为主题,开展特色主题

活动,深入挖掘岭南游戏的文化内涵。如

主题活动“醒狮”,由于幼儿对岭南的舞

狮游戏兴趣浓厚,由此产生“舞狮”的系

列问题,老师以孩子的问题导入开展“醒

狮”主题活动,通过深入挖掘“狮文化”,

进行“舞狮游戏的历史来源”、“舞狮游

戏的类别”“狮在中国民俗中的寓意”等

活动,让幼儿知道舞狮分南狮、北狮二类,

南狮主要在广东佛山,所以舞狮是以南

拳为基本步法,了解狮在中国民间是祥

瑞的动物,所以人们在春节和一些节日

庆典活动时就会玩“舞狮”。又如,主题

活动“龙的传人”由舞龙游戏延伸到龙

的传说、进而探讨龙文化等。 

在开展活动时设置科学的课程目标,

各项目标与幼儿的实际情况相符,按照

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各项活动。选

择的教学内容与课程目标相符,确保幼

儿在参与相关活动时能够提升综合能

力。如在开展舞狮活动时,营造家庭岭南

文化氛围,家园教育的一体化必不可少,

我们整合社区资源、家长资源举办了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岭南游戏亲子大型

活动,利用家园桥梁,弘扬岭南文化,让

岭南文化走进家庭,扩大岭南文化的社

会认同度。 

4 幼儿岭南狮舞的创编原则 

4.1教学性原则 

具有思想教育价值是儿童舞狮创作

必须考虑的重要原则。因此,在舞狮教育

本质的创造和体现中,应考虑舞狮的名

称、内容、方法、规则和情节,避免庸俗、

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注重增加教育因

素,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 

4.2健身性原则 

少儿舞狮虽然是一种舞蹈,但也有

健身的目的。通过这些模仿动作,我们可

以锻炼孩子的身体,增强他们的体质。 

4.3针对性原则 

舞狮创作应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

对性,即学习对象必须明确。根据教学目

标和教学对象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组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活动教学的

实际情况,创作有效的舞狮能够达到预

期的教学效果。 

4.4安全性原则 

由于舞狮需要借助道具来练习,所

以狮子需要两个人的合作,一个人舞狮

头,一个人舞狮身和狮尾。在练习开始时,

我们需要适应以避免儿童的视力障碍。我

们应该避免在练习中发生不必要的伤害

事故,这会给孩子带来痛苦,影响他们的

学习。因此,有必要对舞狮活动的各个环

节、动作、组织方式、场地进行安全检

查,指导动作时注意安全防范。 

4.5新颖性原则 

舞狮表演新颖有趣,是儿童练习舞

狮的外在动机。因此,在创作中,要注意

构思精巧,设计创新,使舞狮的表演动作

和过程生动、富有感染力,再现简单的情

节。创意舞狮应该有丰富多彩、有趣的

活动形式,能够吸引参与者的注意力和

兴趣,激发他们的身心愉悦。 

4.6简易性原则 

成年舞狮表演将有许多高难度和装

饰性的动作,如站立、跳跃、转身、腾腾、

接住、翻转和倒立。在设计少儿舞狮动

作时,必须遵循简单易做的原则,力求简

化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4.7渐进性原则 

少儿舞狮创作动作设计应遵循循序

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教师应该从创

作一个舞狮动作开始,积累一些动作词

汇,然后开始创作一个短语和一个段落。

选择合适的音乐,在前期动作创作的基

础上增加一定的情节,在渐进性原则的

指导下完成儿童舞狮。 

5 岭南狮舞对幼儿园课程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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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练习岭南狮舞方式 

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开展评价活动,

此次主要采用总结评价、形成性评价方

式。开展研究活动时,利用形成性评价对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活动开展中的幼

儿反应进行评价,了解幼儿的表达能力,

对他们创作的作品进行分析,这种评价

与活动的开展存在紧密的联系。总结性

评价是在完成相关活动后,全面分析活

动质量,通过评价了解幼儿掌握课程内

容的情况,对其各项综合素质进行分析,

以此来实现课程的整体评价,对课程的

效果进行科学判定。 

5.2对岭南狮舞能活动内容的评价 

在开展评价活动时,涉及的评价内

容包括。一是就活动方案来讲,在制定活

动方案时必须重视幼儿的实际特点,确保

他们能够对活动产生一定的兴趣,活动内

容应该与幼儿的身心特点相符,能够提高

他们的动手能力、探索能力,可以让他们

在活动中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活动方案

还要突出岭南狮舞文化具有的教育价值。

二是在开展各类主题活动时,需要对活动

过程中的参与情况进行分析,了解课堂氛

围,教师在开展相关活动时必须对岭南

狮舞有一定的认识,做好课前准备工作,

准备各类教学素材,在活动中与幼儿进

行互动交流,对幼儿创作的作品进行肯

定,为幼儿提供参与活动的机会。三是在

开展各类主题活动时,引导幼儿用自己

的语言讲述有关岭南狮舞的故事,组织

他们参与绘画活动,指导幼儿制作狮子

头,参与狮舞表演,通过观看幼儿的创作

作品,能够对活动效果有一定的了解。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幼儿园课程

中融入岭南狮舞需要设置合理的目标,

挑选合适的内容,采用多种活动方式,并

且对课程进行科学的评价,以此来了解

岭南狮舞文化发挥的教育作用。 

6 结束语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值得继承和发扬。岭南狮舞表现

美的形式有别于其他教育形式,它是通

过对音乐律动的感受,用协调的肢体动

作来展现美。幼儿还可以通过狮舞动作

表现自己的情感,不但在形式上创造了

美,也在心灵中感受到了美。幼儿狮舞动

作常常风趣幽默、生动形象,能用多种多

样的形式表现美,幼儿自然而然也就学

会表现美的多种形式,他们的审美能力

得以发展。岭南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重要分支,其独特的地域特征、浓郁的

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故事背景和充满

艺术性的人文视角下所传承的民间艺

术、民间游戏、民俗文化等贴合地方生

活,也符合幼儿的年龄阶段和心理特征

需求。岭南舞狮文化融入幼儿园音乐教

学活动的实践表明,狮舞活动很符合儿

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能丰富儿童舞蹈的

内容。我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推广幼

儿狮舞,让幼儿在传承民俗文化的同时

真正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魅力。幼儿教育

过程中将岭南文化独特的文化底蕴、鲜

明的地域特征、核心价值理念等植根于

幼儿的精神血脉,成为幼儿成长的文化

素养和品质塑造的基石,可通过挖掘本

土文化资源,开拓幼儿园本土课程弘扬

岭南传统文化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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