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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
朱　璇

（广东省汕头市职工幼儿园，广东 汕头 515000）

摘要：民间故事是由劳动人民创作并广泛传播的、具有虚构

内容的散文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是所有民间散文作品的通称。

民间故事具有时代久远、情节夸张、贴近生活本身等特征，蕴藏

着丰富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囊括了人们在生活中的经验教训，

揭示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开展民间故事教学

活动，不仅能够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能促进幼儿思

想道德和心理品质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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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广泛助于幼儿拓宽知识结构

民间故事内容丰富广泛，涵盖了神话故事、侠客传奇、生活

故事等，从不同方面展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生活常识，

展现丰富的文化知识。幼儿刚处在认识事物的阶段，对接触的事

和物都充满着好奇，经常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为什

么太阳会在白天出现 ?”“为什么要过春节 ?”“为什么会有春天

和夏天 ?”等等。有很多问题无法用专业的知识来解答，毕竟幼儿

听不懂那么专业的知识，可以通过开展民间故事教学活动让幼儿

在故事中找到答案。

民间故事将动植物、自然现象等拟人化，赋予人的思想和心理，

语言生动、形象且通俗易懂，符合幼儿的心理特点，帮助他们更

好地认识、理解，不断开拓视野。例如十二生肖的故事，不仅让

幼儿认识老鼠、牛等多种动物的不同特征，还能够掌握十二生肖

的排序。

二、想象丰富培养幼儿创造力

幼儿对各种事物会出现各种天真烂漫的幻想，他们都会把各

种物体都赋予生命的角色，并产生鲜活的形象，所以许多民间幻

想故事神奇、夸张、拟人化的情节更能吸引幼儿，充分激发幼儿

的想象。民间幻想故事含有丰富、夸张的想象成分，但故事的情

节往往来源于现实生活，符合人们所能认识到的生活逻辑，因此

民间故事能够充分调动幼儿的想象力，还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提升

创造力。

例如夸父追日的故事，给我们丰富的想象，可以从多个方面

受到不同的启发，可以从中感到远古时代人们为了过上美好生活，

探索大自然的规律；也可以从中看到夸父为了大家牺牲奉献的精

神；还可以引导幼儿从故事中感受古代人们生活环境的艰辛，认

识到只有不断奋斗才能有幸福的生活。

三、传统民间节日故事激发幼儿民族情感

中国传统节日表现形式不仅多样，而且内容丰富，是中华民

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民间故事使幼儿认识每个

节日的由来，激发幼儿对每个传统节日的文化习俗探究愿望，增

强民族自豪感，从小树立浓浓的家国情怀。

例如端午节由来的故事，屈原得知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

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

丽的爱国主义乐章。幼儿可以从故事中知道端午节是农历的五月

初五，还知道吃粽子、划龙舟等习俗的由来，让幼儿了解中华民

族灿烂的文化，激发幼儿民族自豪感。

四、正能量故事引导树立幼儿正确价值观

民间生活故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许多故事内容幽默、风趣，

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还有在很多民族中流传的英雄人

物故事，表现了人民的机智和乐观主义精神。这些故事都赞扬正直、

勤劳、善良、智慧的良好品德，摈弃懒惰、自私、愚昧的恶劣品质。

幼儿正处于对是非观念模糊的阶段，这些民间故事可帮助他们认

识到善与恶、美与丑、勤劳与懒惰，从小要做一个善良、勤劳、

勇敢的人，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例如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幼儿可以从故事中了解到东郭先

生是一个不辨是非而滥施同情心的人，狼的忘恩负义、奸诈狡猾，

以及农民的善良机智。让幼儿知道善良仁慈要有原则，能够辨别

是非，不能做东郭先生那样的糊涂好人。

五、结语

民间故事在幼儿教育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够促进幼儿健康发

展，在教学中应当精选作品，要符合幼儿的认知和发展水平，采

取生动、有趣的教学形式，注重幼儿的体验与感受。民间故事在

幼儿教育能够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适应当前社会发

展的需求，应当增强家庭、社会的支持和配合，不断促进幼儿教

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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