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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应用研究
买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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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索如何推进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在幼儿园

教育中的应用，主要以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中一些相关资源为切

入点，提出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措施，提升港

城幼儿园教师的地方文化素养，用优秀地方文化资源开展园所文

化建设，用优秀地方文化资源开展园本课程，用优秀地方文化资

源开发区域游戏活动，为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提供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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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将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世纪。幼儿代表未来，对他

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浸润教育具有重要启蒙作用。2014 年，教育部

正式推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把优秀传

统文化纳入现行教育体系，着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

元支撑、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2017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的《国

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开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加强中华文化

基因校园传承。《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充

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

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感。”优秀地方文化

是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幼儿园教育中把优秀地方文

化中一些相关资源渗透进去，不但可以丰富幼儿教育资源的内容，

让幼儿园教育更加具有本土化特点，还可以有效保护与传承优秀

地方文化。

一、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对幼儿教育的作用

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记录了本地的人文精神、民情风俗、自

然科学、教育思想、中医养生等文明的发展，诠释了连云港本地

人民的生存、生活、生命发展的智慧。连云港处在山海相拥的地

理环境过程中，境内既有连绵的云台山，又有辽阔的海州湾，既

有山文化的厚重朴实，又有海文化的开拓创新。

优秀地方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在文化传递

和发展中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文化传递与发展需要通过学习和

实践来实现，教育让文化传递与发展具有了新的活力。在幼儿园

教学中融入优秀地方文化，可以帮助幼儿从小感知本地的风土人

情、物产资源、文化特色，让幼儿亲近熟悉身边的人和事，感受

本地优秀文化的特色，培养他们对优秀地方文化的接受和喜爱，

从而促进他们乡土情怀的发展。可以说，在幼儿园教学中融入优

秀地方文化，是培根工程，不但可以促进优秀地方文化的传递与

发展，还可以让幼儿在优秀地方文化的沃土中茁壮成长，做一个

有根的儿童。

二、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中的幼儿教育资源

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幼儿教育资源，最

突出的体现在以地域和人文精神为代表的“山文化”“海文化”“雷

锋车精神”等几个方面。

（一）丰富多彩的山文化

连云港境内山峰众多，孔望山的古朴厚重、石棚山的儒雅书

风、桃花涧的天书奇观、云台山的文化积淀、抗日山的红色精神等，

山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名物，成就了丰富多彩的姿态。

孔望山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相传孔子曾在此登山望

海，明代时改为孔望山。这里蕴含丰富的幼教资源，从对至圣先

师孔子的学习了解，到对龙洞及书法石刻的了解，可以让幼儿对

历史文化名人、自然景观形成、优秀书法艺术有更直观地认识和

学习。石棚山的幼教资源可以从幼儿喜欢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

造型入手，开展系列活动；还可以从石曼卿读书的故事入手，培

养幼儿爱读书爱学习的意识。桃花涧有著名的将军崖岩画，这里

的幼教资源可以从神秘的将军崖岩画入手，通过模仿绘画、手工

活动等引导幼儿学习了解先民的生活和图腾。云台山，文化遗迹

也很多。其中，《西游记》文化堪称云台山的一大特色。《西游记》

文化在本地幼儿园中推广应用的比较多，也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可以开展多种活动帮助幼儿更深入全面了解本文化。赣榆县抗日

山是重要的红色资源，被誉为“中国抗日第一山”。这里丰富的

红色资源可以开发为值得幼儿学习的红色家园，通过系列活动让

幼儿不忘历史、不忘英雄。

（二）开拓创新的海文化

连云港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海陆丝路的交汇点，还是江苏“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城市。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出了一个航海

名人徐福，他东渡扶桑，开启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对彼时中

日韩的文化传播和交流起了推动作用，徐福文化可谓是连云港山

海文化的最早渊源。与海州板浦结缘的文学名著《镜花缘》，主

人公多姿多彩的海上游历，也是海洋文化的一个代表。学习徐福

东渡的故事，可以让幼儿从小就感知、认同本地的这位古老的名人，

进而热爱身边的文化，有助于幼儿文化底蕴的形成。给幼儿介绍

镜花缘传说，可以帮助他们未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文学名著《镜

花缘》，接受出海航行的探险精神。

（三）无私奉献的“雷锋车精神”

连云港雷锋车精神是新时代人美的典型代表，它是连云港新

浦汽车总站服务组成立的帮扶小队。为了让乘客更高效方便地坐

上车，新浦汽车总站 1963 年成立了“雷锋车”，主要帮助往来的

乘客运送行李。他们无数次往返于汽车站和火车站之间，给携带

行李行动不便的乘客们提供了义务搬运，让乘客们转站更方便更

快捷。他们无私奉献、乐于助人、不图回报的行为是对雷锋精神

的最好诠释，几十年如一日的优质服务创就了大美的雷锋车精神，

已经成为优秀本地文化的一分子，成为港城人的新风尚，引导幼

儿学习雷锋车精神，是对幼儿品德培养中奉献无私品格的潜移默

化。

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中体现出来的山美、水美、人更美，都

是丰富的幼教资源，对其开发和应用，可以让幼儿在愉快的活动

游戏中熟悉家乡的自然风物、人文历史，从而滋生爱家乡的朴素

情感，也自然成为优秀地方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三、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措施

（一）提升港城幼儿园教师的地方文化素养

地方文化素养是教师关于地方文化知识、态度和技能的综合，

它的形成受到教师个体、地方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的多重影响，在

其形成的过程中要注重激发教师的地方文化意识与文化自觉，要

让教师能够从文化精神、表现形式、应用能力等方面获得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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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要想在幼儿园中，有效传播优秀地方文化，就要先提升港

城幼儿园教师的地方文化素养，只有港城幼儿园教师有了较为深

厚的地方文化素养后，他们才能既可以在专门的教育教学或者研

究活动中运用地方文化，也可以在日常生活或交往中通过地方文

化的应用来影响教育环境，从而达到对幼儿进行教育和影响的目

的。

（二）用优秀地方文化资源开展园所文化建设

港城幼儿园可以依托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资源，加强园所文

化的精细化建设，以特色兴园为纲。把连云港优秀地方文化资源

中的“山美”“水美”“人更美”资源，有效运用到本地园所文

化的建设中，突出本土优质文化的资源特色，让教职工在具有本

地优秀文化资源的环境中工作，可以激发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与

主动性，推动幼儿园的本土化发展。可以从环境文化入手来进行

园所文化建设，把连云港优秀本地文化资源融入到幼儿园的环境

之中。

幼儿园环境文化是全体工作人员、员工、家长这个群体对园

所硬件、师资、师幼互动、精神状态等方面的反映样态。这个群

体可以认识和改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可以影响这个群体。如何构

建幼儿园环境文化建设是一所幼儿园园所文化的重点工作，也是

办园理念成熟的重要标志。幼儿园环境文化建设应充分利用连云

港本地文化，把连云港本地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运用到环境文化建

设之中，可将山海文化中的元素融入到幼儿园环境的整体设计中。

让幼儿在园中感受到浓浓的本地文化色彩，在耳濡目染中得到本

地文化的滋养。

（三）用优秀地方文化资源开展园本课程

连云港本地的山海文化和雷锋车的人文精神，不仅有丰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还具有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将山海文化和雷锋车

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幼儿园课程，可以让幼儿熟悉和了解自己成长

的这片土地上既往的灿烂文化，还可以通过学习让幼儿成为优秀

地方文化的传承者。

1. 尊重幼儿的学习和心理特点

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园本课程首先要尊重幼儿的学习和心理特

点，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园本课程要为幼儿的体、智、德、美四育

的全面发展服务。幼儿天生就有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

积极的探索精神，要根据幼儿的学习和心理特点，把优秀地方文

化资源中适合幼儿学习的内容挖掘出来，为幼儿设计适合他们学

习的形式，才能有效地传承优秀地方文化，获得好的教育效果，

推动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2. 精心挑选适宜的优秀地方文化资源

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园本课程是具有目的性的，不能直接拿来，

而是要经过精心挑选。连云港山海文化及雷锋车精神是本地优秀

文化中具有浓郁地方特色表现形态，为园本课程的建构和实施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条件。但这些文化本身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

适合幼儿来学习和接受的，所以，要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精心挑

选和一定程度的改造，才能融入园本课程。要挖掘这些优秀地方

文化资源中的教育性，这种教育性不但可以体现幼儿园教育的目

的性，还要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把优秀地方文化融入的园本课

程变成促进幼儿发展又基于幼儿发展需求的优质课程。

3. 注重优秀地方文化资源的再创与开发

优秀地方文化资源融入园本课程时必须要进行再创与开发，

以拓展优秀地方文化的教育功能。对连云港山海文化与雷锋车精

神中诸多的文化资源与人文精神，幼儿园可以选择其中适宜的部

分作为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实地观摩将军崖岩画、龙洞石刻、

徐福纪念馆、镜花缘纪念馆、雷锋车展馆等，让幼儿切身感知身

边优秀的地方文化。再通过设计主题系列活动，让幼儿通过活动

深层感受本地优秀文化，丰富幼儿对本地优秀文化的认知，提高

他们的表达能力和文化审美能力。精心打造富含优秀本地文化的

园本课程，寻找其与连云港山海文化及雷锋车精神的连接点，让

含有连云港山海文化及雷锋车精神的园本课程富有情境性和便于

操作性。

4. 用优秀地方文化资源开发区域游戏活动

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区域游戏活动是幼儿自由活动、

自主学习与游戏的重要场所，幼儿主要是通过自己对相关材料的

操作与探索来获得发展，是幼儿喜爱的形式，是幼儿一日游戏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幼儿身心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优秀地

方文化与幼儿喜爱的区域游戏活动相融合，需要在环境创设中下

功夫，通过投放材料、布置环境让幼儿和材料有效互动，从而促

进幼儿发展。首先，可以在优秀本地文化中精选出和幼儿日常生

活知识经验相接近的教育内容，从幼儿的兴趣与需求出发，可以

开展“美丽的孔望山”“石棚山下读书郎”“神秘的将军崖岩画”“徐

福的探险精神”“镜花缘的传说”“雷锋车精神代代传”等区域

游戏活动。其次，还可以考虑把优秀本地文化和幼儿喜爱的各种

游戏活动相结合，让幼儿在欢乐的游戏活动中感受优秀本地文化，

同时还能提升游戏活动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地优秀文化的

教育功能。如在美工区，老师引导幼儿体验将军崖岩画，带领幼

儿在岩石上画画显然不可操作，可以改为在橡皮泥或超轻黏土上

用牙签画画，感受神秘岩画的魅力；在表演区，投放古装服饰和

相关道具，幼儿可以通过扮演镜花缘的不同角色来感受镜花缘传

说的魅力；在建构区投放搭建船体的材料，幼儿可以通过自主游

戏建造出海的大船，在游戏中熟悉徐福东渡的故事。

幼儿教育是培根教育，把优秀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让

幼儿在优秀地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弘扬和传承优秀地方文化，

增强幼儿对优秀地方文化的理解，从而实现优秀地方文化的传承

与幼儿教育的双向发展。总之，优秀地方文化中的幼教资源融入

幼儿园，对幼儿接受和传承本土优秀的文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是培育根文化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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