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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地处甘肃省秦安县兴国镇的秦安一幼，有着数量较多的“留守幼

儿”，这些“留守幼儿”中的部分孩子在日常生活、学习、与同伴的

交往、自我认同、性格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究其原因是这些

“留守幼儿”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教养方式不科学、父母关爱缺乏、

祖辈的溺爱等。因此，努力探索符合我园实际的“留守幼儿”教育的

方法和途径，指导“留守幼儿”家庭进行有效家园互动科学育儿，加

强我园“留守幼儿”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养成的教育，纠正、防止我

园“留守幼儿” 出现心理、行为的偏差，使其健康发展，是解决我

幼儿园“留守幼儿”教育问题的重要工作。 

   二、课题的界定 

   幼儿园留守幼儿：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异地务工或经商，与父母双

方或一方分离，由父母一方、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监护且在幼儿

园接受学前教育的 3-6 岁儿童。 

   幼儿园留守幼儿教育：幼儿园留守幼儿由于家长教育观念陈旧、

教养方式不科学、父母关爱缺乏、祖辈的溺爱等，出现了性格缺陷、

不良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加强对他们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养成的教

育，使他们身心健康，快乐成长。 

   三、研究的对象 

   以本园 3-6 岁的“留守幼儿”及其家庭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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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课题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一)研究目标。力求通过“幼儿园留守幼儿良好习惯养成的方法

和途径”的研究，指导我园留守幼儿家庭进行有效家园互动科学育

儿，使在园的“留守幼儿”养成良好习惯和个性品德，促进“留守幼

儿”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研究内容。调查、分析我园“留守幼儿”教育现状，挖掘、

总结和提炼现有的好的教育经验，探索符合我园“留守幼儿”实际的

养成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促进“留守幼儿”健康人格的形成和整体素

质的提高。 

   五、课题研究的方法 

   1.问卷调查法：组织教师对本班家长开展调查，收集我园留守幼

儿在习惯养成、个性品德等方面的现状及留守幼儿家庭的教育观念、

教育方法等的资料，为课题研究提供事实依据。 

   2.观察法：观察、记录、分析和总结我园留守幼儿一学年的行为

习惯发展情况，为开展课题研究提供依据。 

   3.访谈法：通过走访留守幼儿家庭收集信息，进行分析总结，找

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六、课题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和课题申报阶段(20xx.7 —20xx.12) 

   1.成立课题研究小组，确立课题方案，明确分工，并成功申报。

2.对课题研究人员进行相关的理论培训。3.对留守幼儿基本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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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课题实施阶段(20xx.1 —20xx.12) 课题全面开展，对留

守幼儿进行跟踪研究，指导留守幼儿家长科学育儿，家园合力促进留

守幼儿良好习惯的养成。 

   第三阶段：反思总结、整理结题阶段(20xx.1 —20xx.5)1. 对研究

的成果进一步完善、验证，撰写经验论文。2.整理、汇编课题研究过

程资料，撰写研究报告、编辑课题研究成果集，为推广工作和开展进

一步研究奠定基础。3.完成课题的结题。 

  七、课题研究的主要过程 

   (一)培训学习，提升素质 。1.为了丰富研究人员的理论知识，帮

助他们熟悉课题研究的一般方法，提升他们的研究水平，造就一支具

有良好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研究型教师群体，幼儿园聘请教研室主

任潘茂生 和盛万增来园进行课题研究的培训。2.课题组成员通过自

学、集体讨论，交流学习心得，不断夯实理论基础。3.召开留守幼儿

家长会，学习有关的文件精神，介绍现代幼儿教育理念，提高留守幼

儿家长配合幼儿园教育的积极性、自觉性，并请他们参与本课题研究

的一些活动。 

   (二)发放问卷，调查研究。1.对全园 36名留守幼儿的现监护人一

对一地进行包括留守幼儿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家

长科学育儿等方面的问卷调查，取得有效的调查数据，分类建档。2.

分析、撰写问卷分析报告及幼儿园留守幼儿教育问题调查报告。 

   (三) 具体实施，深化研究 。1.首先要求教师树立正确的思想观

念，对留守幼儿存在的问题有科学的认识，以平和的心态冷静、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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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认识到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在成长，有缺点也有优点，不能夸

大留守幼儿身上的某些不足。对培养留守幼儿良好习惯有高度的责任

感，并努力寻找艺术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是倡导和追求无痕的教

育，真诚关爱和尊重留守幼儿，保护留守幼儿的自尊心，将留守幼儿

放在与其他孩子平等的地位上来对待，在平等的氛围中实施教育与监

护。2.在一日活动的各环节中培养留守幼儿良好习惯。一是生活活动 

养成教育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的各环节，我们在生活细节中规范、指

导留守幼儿，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二是区域活动 重视留守幼儿参

加活动的情况，鼓励和要求留守幼儿更多地去不同的区域进行活动，

培养留守幼儿的良好习惯和个性品德。 

   (四) 整理总结，申请结题。1. 整理研究资料，对课题研究的整

体情况做细致的分析、总结，撰写研究报告。2. 积极组织论文投稿。

3. 完成结题报告。4. 邀请有关专家对课题成果进行鉴定。 

   八、课题研究成果 

   (一)教师的成长。1. 教师的观念得到转变 课题的研究首先使教

师认识到幼儿教师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专业，不是高高在上的

权威，也不单单是科学知识的传授者，幼儿教师应是家园共育的合作

伙伴，是幼儿家长教育观念转变和科学育儿的引导者，是幼儿良好习

惯和个性品德养成的促进者。其次教师提高了对专业化发展的认识，

明确了各自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并努力使自己向“学习型、研究型、

专家型”教师转化。2. 教师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通过课题的研究，教

师的专业素养明显提高，她们在刻苦学习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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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实践合一，在实践中开展研究，在研究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

改善自身的行为，促进其专业化成长。 

   (二)留守幼儿的发展。1. 健康方面 性格内向、胆小、怯生、情

绪不稳定、爱哭的留守幼儿变得活泼开朗、能大方的与人打招呼、能

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固执倔强、攻击性强、霸道的留守幼儿能够接

受别人的意见、能和同伴友好相处、知道谦让、合作、分享了;对各

种活动的兴趣不高，平衡能力、动作协调性、动手操作能力等较差的

留守幼儿在各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2. 语言方面 在课堂上

能够较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和较清楚地表达，

愿意并能主动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想法，能够做到说话文明有礼貌、正

确使用“请”“谢谢”“对不起”等、不随意打断别人说话、在公共

场所不喧哗等，不再有说脏话、粗话的现象。3. 社会性方面 留守幼

儿开始有事愿意告诉父母或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有高兴的、有趣的

事愿意和大家分享了，能够与同伴友好相处，想加入同伴的游戏时能

友好地提出请求，不再争抢、独霸玩具，有冲突时能和同伴协商解决，

在游戏时有秩序、守规则，开始有经常一起玩的小伙伴了，能够不欺

负别人也不让别人欺负自己。 

   (三)留守幼儿家长的转变。留守幼儿父母及祖辈的观念都有了极

大转变，能够主动找老师咨询科学育儿的知识，主动参与或完成班级

的一些活动任务，开始规范自己的言行、重视幼儿良好习惯的培养了。

他们由关注孩子的认字写字算算术转变为开始更多关注孩子在园的

各种活动和游戏情况，开始愿意交流、分享孩子感兴趣的话题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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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了，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变得更加亲昵、融洽。 

   九、课题研究反思 

   本课题研究虽然探索出了留守幼儿良好习惯养成的方法与途径，

但不够深入，比如留守幼儿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留守幼儿家庭家园

共育的策略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教师缺乏系统的理论知识，同

时工作繁重，倾注的精力有限，影响了课题的研究。针对这些细节我

们将不断完善、总结，深入留守幼儿教育问题的研究，促进我园留守

幼儿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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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美育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当前，将美育教育提升到改善全民

素质，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高度，是教育观念上的一个新的发展和追求。

美育作为陶冶情操、提高境界、开启心智、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

种潜在力量，对于全面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对幼儿的健康成

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传统音乐一般是指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音乐。民族音

乐，它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并且有着丰富多彩、

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有着适合幼儿年龄特点，易于接受的内容。开

发并利用乡土音乐资源中有鲜明民族特色，内容健康向上的精品对幼

儿进行熏陶教育，可以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永春地处闽

南中部，有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各种传统民间音乐丰富，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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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舞、高甲戏、南音、木偶戏、布袋戏、山歌等。然而，当前幼儿园

对具有乡土特色音乐资源的利用较为贫乏，缺乏对周围生活与地方本

土音乐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造，以至许多富有乡土特色的音乐渐渐

失去流传…… 

   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以开发利用乡土音乐资源为主线，对弘扬民

族文化，萌发幼儿爱国意识，完成《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的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践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

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的教育目标

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艺术教育内容，开展有

家乡、民间特色的艺术活动，即是有可能的又是现实的。而且通过本

课题的研究，我们还注重形成园本化音乐课程。 

   二、理论依据 

   建构、多元智能理论、布鲁纳提倡使用发现学习法、陈鹤琴的生

活即教育理论、《幼儿园指导纲要》中有关艺术领域的精神。 

   三、研究目标、内容： 

   1、挖掘、整理和研究适合学前教育的音乐教育内容。 

   2、探索民间音乐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实践途径和方法。 

   3、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有效、操作性强的园本化音乐教材。 

   四、研究方法 

   文献法、调查法、行动研究法。 

   五、研究步骤： 

   （一）准备阶段（20xx.1 －20xx.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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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题组成员认真学习曹冰洁、李晋媛音乐教育理论，转变教育

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幼儿观。 

   2、制定课题计划，确定研究小组成员并进行分工。 

   3、研究小组成员搜集材料并进行研讨。 

   4、课题组成员共同制定前测的测量指标。 

   （二）具体实施阶段（20xx.4 —20xx.5 ） 

   1、对实验班进行前测。 

   2、进一步收集有关本地区民间音乐的教育资料，学习许卓娅的音

乐教育理论。 

   3、制定教育目标，根据目标选择活动内容，让幼儿在活动中初步

了解并感受本地区的民间音乐。 

   4、探索如何在音乐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有效教育的手段与方法。 

   5、针对幼儿水平设计记录表并进行跟踪记录。 

   6、能大胆运用各种表现形式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体验。 

   7、请高甲戏团、木偶剧团的演员来园表演。 

   8、建立学园小戏团、木偶团。 

   （三）总结阶段（20xx.5-6 ） 

   1、整理成果资料，分析相关数据。 

   2、汇编成果集（反思记录、活动设计、民间音乐教材、主题活动

方案、自编儿歌等）。 

   3、参加撰写课题报告，课题组研究成果交流。 

   六、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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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 

   利用乡土音乐资源的研究调查统计表（单位：人） 

   项目 

   指标 

   能跟随音乐节奏节拍协调地手舞足蹈 

   对各种本土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幼儿看电视、录像等对其中的本土音乐很敏感？ 

   能听辩出几种民族 

   音乐？ 

   不能 

   基本可以 

   能 

   不 

   兴趣 

   比较兴趣 

   兴趣 

   不太敏感 

   基本敏感 

   很敏感 

   1-2 种 

   3 种 

   4 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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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测 

   26 

   5 

   4 

   20 

   10 

   5 

   16 

   11 

   8 

   29 

   6 

   后测 

   5 

   30 

   1 

   6 

   28 

   4 

   6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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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基本可以：对 1-2 小节的音乐节奏能协调地手舞足蹈。 

   对本地音乐的典型节奏能拍对 1-2 小节。 

   比较兴趣：对 1-2 种本土音乐表现出的兴趣时间 30 秒左右。 

   基本敏感：听到本土音乐能做出反应。 

   项目 

   指标 

   能听辩出本土音乐 

   能拍出本地音乐的 

   典型节奏 

   能哼唱出几种本土 

   音乐？ 

   会用几种乐器演奏 

   简单的本土音乐 

   不会 

   1-2 种 

   3 种以上 

   不能 

   基本可以 

   能 

   不会 

   1-2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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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不可以 

   基本可以 

   可以 

   前测 

   22 

   10 

   3 

   35 

   17 

   11 

   7 

   25 

   6 

   4 

   后测 

   2 

   5 

   28 

   3 

   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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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1 

   3 

   31 

   《纲要》指出：城乡各类幼儿园教育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充分利用本土社会资源，形成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体系，培养幼儿的本

土意识和乡土意识，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从以上列表中

可以看出有 62.9%的幼儿不能听辩出本土音乐、100%的幼儿不能拍出

本地音乐的典型节奏、72%的幼儿不会用乐器演奏简单的本土音乐、

82.8%的幼儿只能听辩出一种民族音乐。经过两年的时间，大部分幼

儿对本土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表现出强烈的探索欲望。了解到

本土音乐有高甲戏、南音、布袋戏、木偶戏、鼓队舞、游戏童谣等，

高甲戏、南音是我们闽南有特色的戏曲，深受大家的喜爱，加深了对

家乡的热爱。82.9%的幼儿能拍出本地音乐的典型节奏、97.3%的幼儿

能演唱 3—5 首的永春民间童谣，如《打铁哥》、《掩乌鸡》和《抓啄

歌》等，91%的幼儿能跟随音乐节奏节拍协调地手舞足蹈，如《天黑

黑》、《一只鸟仔》、《老鼠嫁女》、《群丑献艺》、《碰球舞》。93.9%的幼

儿会用两种乐器演奏简单的本土音乐、90.9%的幼儿能听辩出三种以

上民族音乐。在游戏中学习，身心愉快，并初步感受并喜爱家乡民间

艺术中的美。我园将本土音乐引入到幼儿园的音乐教育中，不仅开拓

了幼儿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还增强了对本土音乐的`审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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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实践成果 

   在开展课题研究中，我们把幼儿与老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给

了教师、幼儿一个非常自由、自主的空间，鼓励幼儿主动参与，做学

习的主人。从查找资料、主动发问、参与环境创设、参观访问等都能

看到老师和孩子忙碌而愉快的身影，幼儿与老师成了活动的主体。200

３年 4 月，民间舞蹈欣赏《碰球舞》参加省音乐课题组观摩活动，20xx

年 5 月节奏活动《采茶扑蝶》园课题组观摩活动，获得专家的好评；

20xx 年 10 月艺术活动《小小新娘》获马来西亚幼教考察团的高度赞

赏；20xx 年 12 月艺术体验《群丑献艺》参加县青年教师优质课评比

获一等奖。20xx 年 1 月《幼儿园开展本土音乐欣赏新视点》一文获

泉州市幼教年会论文评比优秀奖。学园汇编了两本教师反思集、活动

设计和经验总结，取得了一些成果。 

   教学上的收获 

   １、营造浓郁的氛围，对幼儿进行本土音乐的熏陶。 

   幼儿是在与周围环境主动、积极的相互作用中成长的。环境对幼

儿的成长是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注重设计环境，丰富环境，变化

环境，利用环境对幼儿的熏陶，使幼儿感受本土文化美。 

   首先将本土音乐融入到各年段的早操、午间操中；利用晨间、下

午起床、离园等自由活动时间播放闽南歌曲、童谣、乐曲、戏曲等，

教师引导幼儿在本土音乐萦绕的环境中心情愉悦地自由游戏、活动。 

幼儿园课题结题报告--第14页

幼儿园课题结题报告--第14页



其次教师在各种活动区增设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游戏的玩具材料，

如体育角的两人三足、竹高跷、滚铁环；动手角的“东西南北中”；

音乐角的拍子响拳、压脚鼓；表演角的高甲戏、惠安服饰、木偶表演；

阅读角的家乡小传、自制民谣小图书等，便于幼儿耳闻目染、潜移默

化的了解本地民俗音乐文化。 

   此外根据主题开展的不同时间，通过布置临时性的墙饰，对幼儿

进行本土音乐文化熏陶。如：在开展《服装设计师》活动时，将收集

到的高甲戏、梨园戏等照片、戏服和头饰等挂在“曲苑杂坛”舞台四

周，使幼儿真切感受到地方剧种的精华所在；在“精彩十分”设计、

动手制作高甲戏服、教师与幼儿共同制作闽南地方剧种中各种人物的

脸谱；在表演角中进行自编自演。又如：春节、元宵节传统节日活动

中，在活动室周围布置永春鼓队舞、碰球舞、拍胸舞图片、幼儿制作

的花灯等，并在节日中利用中国结、纸、灯笼、红绸等别具民族风味

的工艺品进行装饰，让幼儿置身于民族工艺的海洋中，体会到家乡的

美，先人的和，传统的乐。 

   ２、选择适合的素材，激发幼儿探索本土音乐的兴趣。 

   本土音乐虽然来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

有的本土音乐都是适合幼儿，关键在于音乐作品的艺术形象要鲜明、

生动，所描写的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比较熟悉和兴趣的事物，思想感

情要能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这样更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

欣赏的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联想和想象。 

   首先，挑选浅显易懂，幼儿兴趣的素材。如南音——《正月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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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直入花园》《春节良宵》；永春民歌——《手巾歌》《园内开花》

《心花怒放幸福来》；永春游戏童谣——《天黑黑》《掩乌鸡》《鸡角

公》《祛啄歌》《楸楸鸡》《打铁歌》；高甲戏——《新娘上轿》《群丑

献艺》等等。《天黑黑》这首用方言朗读的民谣，诙谐有趣，朗朗上

口，字里行间透露出民间艺人在文字编排上的深厚造诣。可以在朗诵

上配上了闽南地区南音表演中常用的响掌、拍子、压脚鼓等民间乐器，

家乡的味道更浓了。这些歌曲的内容生动、有角色、有情节、艺术形

象特点鲜明，受到幼儿的喜爱。又如高甲戏《群丑献艺》的舞美独特、

新颖，表情诙谐有趣，采用了唱、念、逗的不同艺术形式、表现手法，

歌词浅显易懂、节奏明快，民乐配上响盏活泼韵律，幼儿朗朗上口，

易学便记，幼儿体验了欣赏——感动——体验——表现——创造的学

习过程，幼儿在欢歌笑语中领略了人生生活的真谛、美好，产生对音

乐活动较为持久的兴趣和向往，使幼儿获得更多的体验审美愉悦的机

会。 

   其次，挑选具有教育作用，幼儿兴趣的素材。音乐教育是用音乐

打动和熏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我们在选取

教材时注重选择健康向上的内容，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多方面协

调发展，潜移默化地培养幼儿的良好个性，为一生打好基础。例如木

偶戏的传统曲目《石敢当》、《沉香救母》、《火焰山》等都是宏扬民族

正气，激发人们勇敢、善良、勤奋等良好的品质。又如童谣《楸楸鸡》

中，押韵的儿歌与手指游戏相结合，潜移默化地教育幼儿多吃蔬菜；

《鸡角公》是教育孩子要自觉的读书，还会帮妈妈做事。这些资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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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涵着许多文化艺术知识，又有着浓厚的民俗风情，具有较强的地域

性和传承性，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我们将其融入到幼儿生活中，

整合各个学科的知识经验让幼儿感受、体验活动的乐趣。 

   ３、渗透创新教育，鼓励幼儿大胆想象和创作。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

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的源泉。”创造需要想象，而想象

又是创造的前提，如果在音乐活动中，注重运用形式的多样化，不仅

能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萌发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培养了幼儿的创

造能力，让幼儿在本土音乐艺术活动中体验到了快乐。 

    ? 首先，巧妙结合文学、美术等艺术形式，引导幼儿在欣赏音

乐的基础上，说出自己对音乐的真实感受，，使感受与想象融为一体。

如欣赏南音《正月点灯红》时，教师在活动的开始先播放一段音乐，

让幼儿闭目想象，引导幼儿在听觉感知的基础上画音乐，借助简笔画

把听到的和想到的画出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接着教师再用生动的

语言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引导幼儿根据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产

生了很大的自由想象空间；然后进行体态律动，创编出各具特色的动

作：有的走起圆场步、小碎步、花旦的步子；有的在做亮相动作；有

的拿着长条插塑（当灯笼）跟着音乐舞起来-----表现出他们的天真

活泼的一面，幼儿在感受音乐情绪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想象和创造

力。 

   其次，提供丰富的材料，鼓励幼儿大胆地创造性地进行表演。在

让幼儿理解音乐的基础上，还需要提供丰富的材料，引导幼儿不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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