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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瑶族蝴蝶歌进入幼儿园课堂的传承探究

●唐湘川

　　

[摘要]瑶族蝴蝶歌被誉为流淌于翅膀上的山歌,在春天唱响的天籁之音.作为瑶族幼教人,有义务把这份艺

术遗产发扬和传承下去,让它焕发出更多的新活力和新魅力.本文从让幼儿园小朋友了解瑶族文化开始,带

领他们深入民间切身感受瑶族蝴蝶歌的魅力,采用符合他们年龄特点的教学方法传授瑶族蝴蝶歌,并让他们

成为瑶族蝴蝶歌最好的宣传者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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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川瑶族自治县是一个有着近二十万瑶族人口的小县

城，处处飘荡着浓郁的瑶族气息。 炸龙、耍春牛、

蝴蝶歌、长鼓舞、抢花炮等活动在富川流传了近百年，有些

甚至是几百年的瑶族民俗活动。 瑶族蝴蝶歌和瑶族长鼓舞

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国家级的艺

术瑰宝。 其中，瑶族蝴蝶歌最具盛名。 ２０１６年６月，富川

黑山村村民表演的瑶族蝴蝶歌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歌大

会》上一鸣惊人。 ２０１７年，他们又参加了“壮族三月三·

八桂嘉年华”民歌大汇演的直播演出，受到了世人瞩目。

２０１９年，富川瑶族蝴蝶歌还入选了２０１９中国原生民歌节。

作为富川瑶族人，为拥有这样的艺术瑰宝而深感自豪，更觉

得有义务把这份艺术遗产发扬和传承下去，让它焕发出更多

的新活力和新魅力。 作为一名幼儿园教师和瑶族蝴蝶歌的

忠实爱好者，本人参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课堂的传

承研究——以富川瑶族蝴蝶歌为例”的课题研究工作。 多

年来，本人一直积极实践，大胆探索如何让瑶族蝴蝶歌成为

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喜闻乐见的一项活动。 以下是本人对

如何让瑶族蝴蝶歌走进幼儿园课堂，让幼儿从小接受瑶族蝴

蝶歌的教育熏陶，让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成为瑶族蝴蝶歌的

宣传人和传承人的论述。

学习瑶族蝴蝶歌要从了解瑶族文化开始

富川瑶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勤劳勇敢、善良

智慧的富川瑶族人，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他们

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孕育了独特的民间文化艺术，而

这种文化艺术充满了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且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 为了详尽了解富川瑶族文化，课题组的老

师深入民间、多方走访，通过沉浸式体验民俗活动，深度探

寻独特的瑶族文化。 和瑶族同胞一起在“盘王节”吹芦

笙、击长鼓、载歌载舞放花炮以纪念瑶族祖先盘瓠；到山寨

“赶歌圩”“摆歌堂”，和瑶族同胞们围坐在篝火旁一起打油

茶、唱山歌、聊家常；到农村“赶会期”，喜洋洋地穿上为

纪念盘王制作的衣物——五色服、狗尾衫、狗头帽，和瑶族

同胞们抬着盘王塑像出游，以示不忘祖先；到瑶民家做客，

向瑶民学打油茶、学说瑶话，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节庆习

俗……

经过一系列的走访、探寻，知道了瑶族的历史来源、民

俗风情、特产美食、文化艺术、语言特点等。 把一系列采

风活动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册，为今后向幼儿讲授瑶族

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如今，大部分的瑶族同胞都已

经被汉化，瑶族人不穿瑶族服饰、不讲瑶族语言已司空见

惯。 为了让小朋友了解瑶族文化，需要从最直观、最贴近

生活的瑶族服饰、瑶族语言、瑶族美食、瑶族建筑以及瑶族

的民俗风情入手。 首先，带小朋友参观了富川瑶族博物

馆。 通过观看展览、听解说员讲解，小朋友对瑶族人过去

的生活特点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观看过程中，小朋友对精

美的瑶族服饰、刺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次，把还保存

瑶族生活习惯的瑶族同胞请到幼儿园，让他们给小朋友展示

瑶族服饰，讲述瑶族服饰的特点，以及生活装和节日装的区

别；给小朋友演示瑶族刺绣、展示瑶族刺绣的生活物品等。

最后，学说瑶话。 实践地的幼儿园地处城乡接合处，生源

多是附近农村的幼儿，因此说瑶话的小朋友还比较多。 因

此，可以让这些小朋友当小老师，教课题组的老师用瑶话说

一些生活常用的词语和进行日常对话，让大家对瑶话的发音

特点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下一步学习瑶族蝴蝶歌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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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瑶族蝴蝶歌的由来,感受瑶族蝴蝶歌的演唱风格

瑶族蝴蝶歌是富川瑶族的标志性民歌，它用汉语方言土

语“梧州话”演唱，蝴蝶歌一般在春天花开的时候歌唱。

蝴蝶歌演唱时发出的声音仿如昆虫翅膀舞动时发出的美妙之

声，在歌曲的衬词中经常出现“蝴的蝶”“蝶的蝶”“黄的

蜂”之类衬词，故此得名“蝴蝶歌”。 蝴蝶歌歌曲曲调清新

悦耳、婉转悠扬，被誉为“—支流淌于翅膀上的山歌”。 蝴

蝶歌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是《流水欢歌迎客来》。 瑶族蝴蝶歌

属于瑶族二声部民歌，歌者通过演唱“蝴蝶歌”来抒情表

意，故其歌词的内容表达了歌者对拥有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

往。 瑶族蝴蝶歌歌声悦耳动听，其节奏欢快自由，其整体

的音域不是很高。 演唱者也因此大多不会运用过多的技

巧，都用真声来演唱，这就使得瑶族蝴蝶歌容易上口。 瑶

族蝴蝶歌有高、低两个声部，是二声部民歌，主要旋律是高

音声部。 其低音声部则多是高声部中的旋律衍生，高声部

与低声部同生同终。 两个声部不仅保持大致的节奏，各句

的起落音也大体一致。 因此，要求在演唱的过程中，注重

二声部的配合，以合为主。

为了学习纯正的瑶族蝴蝶歌，课题组的老师加入了富川

县文化馆成立的瑶族蝴蝶歌合唱团。 在合唱团里，跟专业

的声乐老师练气息、学发声；跟民间艺人学习原声原调的蝴

蝶歌。 在蝴蝶歌的学习过程中，课题组的老师跟随蝴蝶歌

合唱团参加县里的文艺演出，还到农村同民间艺人同台切磋

……经过反复锤炼，课题组的老师的蝴蝶歌演唱水平也达到

了熟练程度，为把蝴蝶歌带进学校课堂，并成为一名合格的

蝴蝶歌老师打好了基础。 了解了蝴蝶歌的由来，课题组的

老师还带着小朋友去附近农村去实地感受蝴蝶歌的演唱风格

和形式。 蝴蝶歌的演唱多以妇女为主，她们在农闲时，在

田间地头、在小树林、在池塘边、在凉亭里，三三两两，或

坐着或站着，她们时而绣着刺绣、时而说着笑话，绣着绣

着、说着说着，蝴蝶歌就随口唱了起来，那么的自然、愉悦

和动听，听之既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 小朋友

听得聚精会神、看得目不转睛。 听罢，也加入了她们的

“闲聊大军”，跟这些嬢嬢们学起了“梧州话”，还跟着轻

轻地哼唱蝴蝶歌的旋律。 这样一来，小朋友对学习蝴蝶歌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幼儿年龄特点出发,教授瑶族蝴蝶歌

在传统的幼儿园音乐教学中，歌唱教学一直被认为是最

容易进行的。 只要教师自己会唱，幼儿自然会跟着模仿。

随着教育实践和音乐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教育评

估标准对教学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教师和幼儿对教与学的

效果也越来越“挑剔”。 蝴蝶歌对于３～６岁小朋友而言是

比较难学的。 但这些民歌作品有助于拓展小朋友的文化眼

界和审美视野，使他们能够积极的应对现今更为开放的文化

环境。 只要不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找寻适合幼儿年龄

特点的教授方法，一样可以让幼儿轻松、愉快地学会蝴

蝶歌。

(一)抓住幼儿的年龄特点

３～６岁幼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模仿，因此，模仿也是

小朋友学习的最好方法。 有研究表明，只要教师和幼儿同

伴能够提供正确的发音榜样，几乎每个幼儿都能够自然掌握

歌唱的发音模式，因此教师须时刻给幼儿做出正确的歌唱榜

样。 ３～６岁幼儿以形象记忆为主，直观的游戏式、情景式

的教学方法，可以让幼儿更容易理解歌词和记忆歌词，还能

使平淡、枯燥的新歌教学活动变得生动活泼和富有情趣。

(二)找寻适合幼儿的学唱方法

兴趣和浓厚的氛围是幼儿学习的最好老师。 因此，在

校园里营造浓厚的蝴蝶歌学习氛围。 每天早上、中午、离

园前的广播歌曲都有蝴蝶歌的播放环节。 当清晨伴着小鸟

的叫声，广播响起“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 在我们美

丽的富川瑶族自治县有一支流淌在翅膀上的民歌，它就是悦

耳动听的瑶族蝴蝶歌。 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

蝴蝶歌的播放时间，请欣赏！”当小朋友陆陆续续的来到幼

儿园，听到蝴蝶歌响起时，都会放慢脚步，认真的聆听一下

这美妙的歌声，还时不时的跟着哼唱几句，然后蹦蹦跳跳的

回到教室。 经过一系列的铺垫，小朋友对学习蝴蝶歌的欲

望已达到顶点，接下来便可以让小朋友开始正式学唱蝴蝶

歌了。

第一步，学念歌词。 蝴蝶歌的代表《流水欢歌迎客

来》的歌词大意为：“蜡烛结蕊灯结彩，百花朝阳朵朵开。

叠叠青山对脸笑，流水欢歌迎客来。”为了让小朋友先理解

歌词含义，先让他们观看一些张灯结彩、百花盛开、高山流

水的图片，以及瑶族人民载歌载舞欢迎四方来客的视频。

让小朋友通过观看图片和视频，感受瑶族人热情好客的一

面，并理解歌曲中用蜡烛、百花、青山、流水比喻瑶族人热

情好客的拟人手法。 然后，用图标的方式展示歌词，并讲

解图标的含义，让小朋友一看图标就能说出歌词。 第二

步，用整体教唱法教唱歌曲。 小朋友理解歌词并基本掌握

歌词的方言发音以后，就可以让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整

首歌的反复模仿跟唱，直到他们实现独立演唱。 第三步，

学习两个声部的合唱。 先让所有的小朋友都学会两种声部

的唱法。 然后采用他们唱第一声部，老师唱第二声部的方

式进行合唱的初步配合。 随后再让一部分小朋友唱第一声

部，同时让另一部分小朋友先跟着老师轻声的唱第二声部，

再慢慢的过渡到大声的演唱第二声部，最后实现两个声部的

合唱。 第四步，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演唱以不断增强小朋友

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并使小朋友达到熟练演唱的程度。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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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用表演唱、接唱、对唱、轮唱、领唱等多种演唱形

式，让小朋友体会合作演唱的快乐并达到熟练演唱的目的。

最后，还让小朋友给蝴蝶歌创编舞蹈动作，在演唱时配上动

作让表演更生动和更具观赏性。

让教师和幼儿成为瑶族蝴蝶歌的宣传者和传承者

随着民间节日的淡化，演唱蝴蝶歌的机会越来越少，加

之一些优秀的民间歌手年事已高，瑶族蝴蝶歌演唱后继无

人，面临着失传的境地。 作为瑶族人，也更有义务要将这

一民族瑰宝发扬和传承下去。 作为一名教师，需要面对成

百上千的学生，担任传道解惑的义务。 现代教育理念提倡

终身教育，摒弃应试教育，幼儿园教育要去小学化。 而把

瑶族蝴蝶歌带入学校课堂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对学生进行技

能传授，是可以让他们一辈子受益的事情。 把蝴蝶歌带进

校园还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教育的最好契机和手段。

蝴蝶歌的发扬和传承靠一两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因

此，需要把对瑶族文化的研究、蝴蝶歌的来源、蝴蝶歌的演

唱技巧，以及蝴蝶歌的教学研究整理成文字资料进行宣传。

课题组的老师还拍摄了大量的关于蝴蝶歌的演唱和教学视

频，作为让蝴蝶歌在校园传播和传承的第一手资源。 经过

课题组老师的共同努力，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加入

了蝴蝶歌的演唱队伍。 甚至在老师和学生的带动下，很多

家长也唱起了瑶族蝴蝶歌。

(一)成立校园“蝴蝶歌社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入课堂的传承研究ＧＧ以富川瑶族

蝴蝶歌为例”的课题组成立以后，课题组的老师组成了一个

蝴蝶歌演唱小组。 课题组的老师经常在一起演唱蝴蝶歌、

探讨演唱技巧、讨论教学方法、搭建蝴蝶歌演唱小舞台……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蝴蝶歌成为校园的一个热门话题，并

吸引了更多的教师甚至家长加入进来，最终成立了校园“蝴

蝶歌社团”。“蝴蝶歌社团”的《流水欢歌迎客来》歌曲演唱

成为校园大小文体活动的保留节目。 社团的成员们还时常

到农村跟民间艺人们切磋学习，也获得了老艺人们的首肯。

(二)小朋友自发的“演出”。

学会唱蝴蝶歌的小朋友别提有多自豪了。 在教室画画

时、在操场玩玩具时、在草地游戏时……小朋友都会情不自

禁的随口唱一句蝴蝶歌。 除了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飘扬着动

听的瑶族蝴蝶歌声之外，小朋友还带着歌声飞出了校园。

在家里，过年过节时家长也会让小朋友在长辈面前表演一曲

蝴蝶歌；在朋友聚会上，小朋友也会邀上同伴唱上一曲蝴蝶

歌。 可以说是小朋友把蝴蝶歌带进了千家万户。

(三)成立瑶娃合唱团。

在多方的大力支持下，瑶娃合唱团成立了。 穿上瑶族

服装、戴上瑶族头饰，一开口是稚气动听的歌声，小朋友俨

然是一个个小天使。 他们就是瑶族蝴蝶歌最好的宣传者和

传承者。 合唱团的成员囊括了小班、中班和大班的小朋

友。 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们唱瑶族蝴蝶歌，呈现出一派

其乐融融的家庭式的氛围。 瑶娃合唱团甚至成为幼儿园的

一张名片，幼儿园的大型活动都少不了瑶娃合唱团的歌声。

瑶娃合唱团还登上了县里“庆六一”的表演舞台。 希望瑶

娃合唱团，带着蝴蝶歌越走越远。

(四)蝴蝶歌的发展和改良

为了实现蝴蝶歌的传承和发展，单靠一首蝴蝶歌是远远

不够的。 于是课题组的老师请了专业的编曲人士，为小朋

友量身定制具有浓郁瑶族蝴蝶歌韵味的幼儿园园歌。 这样

更增加了小朋友的学习兴趣和对瑶族蝴蝶歌的热爱，对传承

和发扬瑶族蝴蝶歌起到了促进作用。 校园是传播和传承民

族文化最好的基地，需要教师从自身做起，接纳民族文化、

学习民族文化，并因地制宜、坚持不懈的做好民族文化的传

承工作，才能让民族文化永葆绚烂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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