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7：

“唱响童谣 • 传承乡韵”吴侬软语话通安

一、案例背景

苏州童谣是以苏州方言进行

创作和传唱的儿童歌谣，在苏州

地区广为流传，具有浓厚的地方

文化特色与乡土气息，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为保护和传承苏

州 方 言，2016 年 10 月， 通 安

镇启动开展 “唱响童谣 • 传承

乡韵”吴侬软语话通安传统特色

文化阅读活动。活动以保护和传

承苏州方言为目标，以苏州童谣

为载体，通过童谣传唱的阅读形

式，不断丰富未成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

二、案例实施

通 安 镇 高 度 重 视 童 谣 传 唱

教育项目，开展专项工作会议，

制定教育项目活动方案，以“唱

2. 机制创新平台赋能：培训考

核严格把关

项目自诞生伊始，就在参与

者的准入机制上充分考量，建立

了严格的培训准入和考核准入平

台，用系统的平台“赋能”项目，

保障提升参与者的素养和能力。

如湖西社工委推出的岗前培训课

程平台——“3Q”素质提升计

划，包括“IQ 智商课程”提升专

业知识、“EQ 情商课程”培养

工作热情、“AQ 逆商课程”锻

炼毅力和耐力，为青少年提供参

与社区治理的平台，帮助他们从

小树立依法治国的意识，成长为

成熟、负责任的公民。在一揽子

的岗前培训方案中，包括社区安

全辅导员、社区治理督导员、能

力提升督导员和成长辅导员等各

界人士。

3. 形 式 创 新 项 目 赋 能： 亲 身

参与能力提升

项目推出了“五星赋能”：“当

家 • 说”“当家 • 唱”“当家 • 行”“当

家 • 看”“当家 • 记”。“当家 •

行”是针对社区内各类事务和现

象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实地查

访，真实的观察、记录事件的状态，

并通过小组讨论，寻求帮助等形

式形成较为客观的调查研究报告。

“当家 • 记”是结合当前重要的

社会关注点和政策形式，面向社

区居民进行亲身的讲解和倡议宣

传，保障各类政策法令的落地推

行。“当家 • 说”通过挖掘身边

的“劳动名星”，由他们向青少

年讲述创造美好生活的工作心得、

传递科学积极的生活理念，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助力。

三、案例成效

丰富多样的项目活动形式让

青少年从多个角度关注社区事务，

参与社区管理，优化社区形象，自

身综合素养也能获得有效的提升。

稳步推进青少年参与社区治

理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小当家”

们将愈加成熟发展，成为社区事

务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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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童谣 • 传承乡韵”为主题，丰

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制定

辖区各版块童谣系列活动方案，

有效推动优秀童谣传唱活动深入

开展。

1. 走进校园，开展特色童谣课程

通安镇辖区校园还开设了童

谣特色专题教学活动，将苏州方

言童谣教学融入日常教学活动中，

定期邀请评弹名家邢宴春老师现

场进行指导教学，针对童谣说唱

者在童谣传唱中存在的发音、语

调问题逐一纠正并示范正确发音。

各校园把传唱优秀童谣纳入

学校德育教育中，充分利用大课

间、班队会等时间，组织学生自

编自演优秀童谣节目，开展“唱

童谣、学童谣、编童谣、画童谣、

演童谣”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形

成正确的文化理念，进一步丰富

少年儿童精神和文化生活。

2. 走进社区，打造特色居民学校

各社区、村居民学校，定期

举办假期童谣专场活动，开展“唱

健康童谣、做有益游戏”“大美

通安”童谣大赛等专项活动。社

区居民学校以安全和文明礼仪童

谣为载体，加强对辖区未成年人

的思想道德教育，用童谣引导未

能年人的行为，加强实践礼仪，

养成文明礼仪的好习惯。

在开设童谣专场活动期间，

鼓励辖区未成年人与家长一起创

编童谣童话、诵读童谣童话，营

造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新风尚

的氛围。亲子创编童谣作品中，

既有畅想春天、叙写生活的童言稚

语，也有弘扬雷锋精神、体现爱国

爱家乡情感的优秀作品，每一篇童

谣都是真挚的、饱含情感的。

3. 成立民间文化研习所，打造特

色童谣

成立“通安镇邢晏春民间文

化研习所”，充分挖掘通安历史

文化资源，创编通安特色文化童

谣等文学作品，以童谣唱响的阅

读形式让广大青少年儿童感受家

乡文化知识底蕴，萌发幼儿爱阅

读、爱家乡的情感。

三、案例成效

1. 深入挖掘辖区传统文化资源，

创编童谣作品

自 2016 年 10 月 童 谣 传 唱

活动启动后，与非遗（弹词）传

承人邢晏春合作，创建“通安邢

晏春民间文化研习所”，以研习

所为平台，就通安传统文化资源，

为通安镇创编《春天来》、《树

山东，树山西》、《老房子》、《通

安西，通安东》、《砊铃砊铃马

去哉》等近 30 首具有通安文化

特色的童谣作品。

2. 推进童谣特色课程资源建设

以创编童谣为载体，录制配

套童谣教学视频，开发童谣绘本

课程。辖区各社区（村）居民学

校组织居民群众学唱优秀童谣，

营造“歌声、笑声、童谣声，声

声入耳”的氛围，丰富辖区居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居民群

众尽情吸允优秀童谣带来的阳光

雨露。

3. 推广大平台宣传

童 谣 教 育 项 目 启 动 开 展

后，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上教学来

推广童谣传唱阅读活动。举办

“大美通安”2018 苏州童谣大

赛， 为 期 一 个 月 的 海 选， 吸 引

超过 53 万人次线上关注访问。

主要奖获者还成为了苏州交通

广播 FM104.8，苏州儿童广播

FM95.7 的签约方言小主持人。

通 安 镇 以 多 种 形 式 演 绎 童

谣，传唱优秀童谣，继承祖国优

秀传统文化，激发爱国热情，争

做新时代有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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