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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幼儿教育的融合策略
李媛媛 

（深圳市大鹏新区家天下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既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又要求教师有正确的教学理念， 同时

又要与“三全育人”的理念相契合。这就要求老师改变教学理念，积极推进幼儿教育，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先进思想的结晶，与幼儿的心理健康成长需求十分吻合。在目前幼儿教育中，教师可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从而促进幼儿教育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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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教育过程中，怎样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幼儿教

育之中，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作为幼儿教育工作

者，应当采用合适的方法，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

之间的有效融合，使之成为幼儿教育的一座桥梁。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在幼儿教育活动中主动渗透，能极大地增强

幼儿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让幼儿在放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学习，

既可以激发幼儿的学习热情，又可以使幼儿更好地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融合的重要性

（一）丰富幼儿的认知，增强幼儿的爱国精神

身为我国幼儿，首先要对中国文化有所认知，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既能充实学生的知识面，又能培养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例如，了解传统节日的起源和历史，理解其民俗特

征，如在端午节期间，会有许多的传统习俗包括吃粽子、赛龙舟、

插艾草、包香囊等，清楚这些习俗的由来和来历，还可以穿上传

统服饰。这些趣味盎然的知识，既能让幼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了更深地了解，又能开阔幼儿眼界，丰富其思想，提升其认识

水平，同时也能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幼儿生活中引进现代的教学方法，培养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利用民族自豪这一机会，引导幼儿树立热爱祖国，服务国家的理

想信念。

（二）促进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

在幼儿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幼儿年级较小，因此，在实际

教学内容上，必须重视人际关系的发展，让幼儿通过学习了解周

围的环境，为以后的教育奠定良好的根基。在幼儿教育中引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良好的礼仪知识，

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另外，中国是礼

仪之邦，注重美德，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使幼儿更好

地了解传统美德，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另外，通过语言、文字

等载体，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下去，使幼儿对知识有更好的认识，

提升其思维能力，使幼儿从小就形成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三）开阔幼儿视野，促进智力发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相融合，可以使教学方式更加

多元化，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幼儿在接受新观点的时候，思维方

式就会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对其智力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从而使幼儿的智慧得到有效的开发。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就是在学习、生活中，不断地积累着丰富的自然规律，积累丰富

的人生经验。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这种社会经验可以被纳入到幼

儿教学内容之中，例如，怎样在野地里凿柴生火，怎样利用阳光

辨别现在的时间，这些都是祖先留下的珍贵的经验和中华优良传

统，对幼儿的心智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幼儿教育的融合策略

（一）融入传统美德，培养幼儿思想道德品质

1. 自强自立美德

一般来说，幼儿更依赖别人。在幼儿园中，老师对幼儿的生

活能力进行了自觉的培训，但还有许多事情仍然要由老师完成，

许多父母回家以后，都会包办给孩子的一切，形成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坏习惯，时间一长，就会形成一种懒散、依赖性的性

格。另外，对幼儿而言，这样做会使幼儿的意志力下降，做些小

事情却达到目的就会自暴自弃，同时也会觉得挫折，希望别人给

予一定的帮助。这些表现对幼儿的生活、学习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为了使幼儿“更独立、更自强”，老师要尽力放手，多给幼儿信心，

另外，老师应该经常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幼儿在幼儿园中的表现，

培养孩子自强自立的良好习惯。

2. 勤俭节约美德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然而随着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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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改善和外来文化的入侵，一些人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奢靡

之风。部分幼儿由于其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也产生了一些

不良的行为。要把节俭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幼儿的内心，把幼儿的

行为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各种方法对幼儿

进行锻炼。例如，向幼儿放映有关山区儿童艰苦生活的图片或视

频，使幼儿了解到人们如何生活，以及食品对他们有多宝贵。同时，

通过观看农民辛勤劳动的图片，培养幼儿对粮食的珍惜。在日常

的膳食中，老师要了解幼儿的饭量，和其喜好，同时也要对幼儿

日常的用餐习惯进行关注，每一次都要给予合适的食物量，并且

告诉他们，如果不够吃，可以告诉老师，这样可以防止食品的浪费。

久而久之，幼儿就会养成进食的好习惯，并且自觉地改掉浪费的

习惯。

.3. 尊老爱幼美德

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能力为其子女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而

家长也会适当满足幼儿的喜好，这让很多幼儿把家长的付出视为

理所当然。当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表现出哭闹，动手打

人的行为。这是一种警示，应当引起教师和父母的注意。在幼儿

教学中，老师可以与幼儿通过案例分析，判定案例中角色行为是

对是错。如果是错误的，让幼儿能说明怎么做是正确的。小事例

更能引起幼儿的兴趣，通过对事例的分析，能使幼儿主动地认识

到自己所犯的某些不良行为。在教师的指导下，幼儿可以将个案

中的事物和行为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幼儿反省自己的

行为，并有意识地防止错误，让幼儿知道以后要怎么做。

（二）以传统节日培养幼儿的民族文化自信心

我国的传统节日，如重阳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都极富文

化气息，有着重要的寓意。每一个传统的节日意义都不一样，比如，

中秋节是家人团圆的时候；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包括举行包粽、

划龙舟的习俗。在幼儿教育中，要充分利用各种不同的传统节日，

对幼儿进行良好的教育。比如，每逢端午节，幼儿园可以组织家

长参加“包粽子”活动，让幼儿和家长共同感受到节日气氛的浓郁。

另外，也可以在每个区域，安排一些富有特点和教育意义的图文，

把节日的文化进行宣传，让幼儿和家长一起了解端午节，也可以

请家长或者幼儿自己动手制作香包，编织七彩绳，让幼儿体验到

不同的节日快乐。通过这种方式，让幼儿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重

要性和参与的乐趣。例如，在节日期间幼儿老师可以将传统的文

化元素融入到教学实践中，然后通过诗歌朗诵、角色扮演等节目

排练，让幼儿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情感美、思想美、意境美和音乐美。

这样，幼儿既能熟练背古诗，又能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的韵味，

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加深对民族文化自信心。

（三）融入传统艺术培养幼儿民族文化情感

“艺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包含传统绘画、

书法、剪纸、皮影戏、京剧等。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

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艺术表现方式，让幼儿参与学习，

创作，演奏等活动。例如，老师可以向幼儿展示一些经典的中国

书法和绘画，并用视频让幼儿感受中国绘画的创造，并从中感受

绘画的创造。对于幼儿来说，因为缺乏艺术创造的技能，因此教

师不需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期望，其目标是让幼儿明白，在鉴赏和

创作的时候，使用的笔，墨，纸，砚等。为激发幼儿的创造欲望，

教师可以在绘画方法上进行创新，比如让幼儿随意地用笔画画，

也可以用颜料喷涂或者油画等。通过这种方式，幼儿能够在创作

过程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并逐渐爱上艺术，并在此过程中对其产

生感情。

在户外或者专门的音乐舞蹈课上，教师可以引入合适的古典

歌曲，帮助幼儿认识各类乐器，并且让幼儿知道音乐的名称和其

他的一些知识，并且还可以对幼儿进行一些关于少数民族舞蹈的

教育，使幼儿能够在唱歌和跳舞的过程中，自然地获得所需要的

艺术知识和技能。与当代传统服饰相比，传统民族服饰在颜色、

结构、材质等方面更具民族特色，更能吸引幼儿。老师还可以安

排幼儿参加多种活动，例如：画画、剪纸等。通过以上的教学方法，

幼儿不仅可以丰富和趣味化幼儿园教育的内容，还可以让幼儿了

解到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加深幼儿对民族文化的情感，

实现美育、德育、智育等多种教育目标。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幼儿的教育价值，不仅

能充实幼儿的认知，还能加强幼儿的爱国情怀；开阔幼儿的眼界，

促进幼儿的智能发展。在幼儿的日常教学活动中，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容和要素巧妙地融入幼儿教育中，让幼儿自觉地遵循

礼仪规范，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使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文化

的熏陶，从而增强幼儿的文化自信心，提高幼儿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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