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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资源中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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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发展
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逐渐包含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内容与文化形
式。教师应当在幼儿教育中充分使用当前的传统古文化教育资
源，以此进行幼儿的文化启蒙。本文对当前传统文化对幼儿教
育资源的影响以及开发问题畸形探索，同时为了提升中华优秀
传统古文化在幼儿教育资源中的有效性，提出了对其进一步开
发的几点建议。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

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我国特色的民族文化，我国民族文化的
演变过程即是我国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且在我国民族的生
活中世代相传、不断发展，其作为中华民族五千面文明的结晶，
经过我国五千年历史的积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形成了独
特的民族特色。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幼儿教育资源的影
响下，幼儿教育资源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使用书法、
诗歌、国画等多种教学内容培养幼儿的高尚品德。在我国信息
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信息技
术的发展不断变化，教育的发展也受到了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
使用信息技术的教育方式逐渐增加。目前我国诗歌、书法等多
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的幼儿教育内容已经纳入了我国幼
儿教育过程中，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幼儿教育相整合的脚步不断
加快。当今幼儿教师应当在教育技术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幼儿教育资源进行进一步开发与利用，拓宽传
统文化传播的渠道，以完成对中华传统文化幼儿教育体系的构
建。幼儿教育作为一种特殊化的教育，教育资在其中起到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在幼儿接触该类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身心健康
均会受到良性的影响。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资源开发中存在的
问题

2.1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应用的研究较少
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大多数与中华传统文化

有关的教学体系均较为庞大，因此在幼儿教学资源改革中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幼儿教师的水
平较为有限，难以自行开发幼儿教育资源。且部分年龄较大的
幼儿教师课程观念落后，缺乏构建整体教育体系的思想，未能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做一种有效教育资源来对待。虽然当前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幼儿教育内容进行开发的研究与论述
较多。但是却缺乏利用该类交易内容构建完整幼儿课堂体系的
实践经验。尤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构建课堂内容这一
领域。所有幼儿就是涉足其中对其进行深入的实践与探索。在
当前幼儿教育课堂研究领域，在涉及文化层面上，多数幼师选
择利用地区优势与本土文化对幼儿教育内容进行拓展，缺乏对
整体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内容的利用。幼儿教师难以对整体中华
优秀文化真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因此无法将其有效的整合到幼
儿教育内容中。该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幼儿教育内容中的研究与开发产生制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对我国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幼儿教

师应当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所蕴含的幼儿教育资源进行有效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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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教育
长久以来，我国各教育阶段的教育方式常常受到应试教育

模式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在幼儿教育内容的开发中
一度遭受到冷落。在该种背景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有
关的教育活动，通常需要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来开展相应的传统
文化教育。该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多数幼儿对于优秀传统
文化认识不深情况。幼儿教育作为为义务教育与其他种类教育
奠定坚实基础的阶段，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应当
在学前教育中进行渗透。所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开发、
应用与传承，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进入是幼儿教育阶段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3  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创新
在当前幼儿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中，仍

然存在着创新不足的问题。首先，当前幼儿园未能将对中华优
秀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幼儿园的课程进行有效的结合，导致
教育课程的资源缺乏计划性与整体性，极易造成课程目标与教
育内容的缺失。教师若仅使用教育模式与一般性教育内容实现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内容，则在教育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缺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内涵与核心的问题。部分幼儿教师开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过程中，其仅仅单纯的对已有教学
模式进行重新改革，但是改革过程中却未能对当前幼儿心理学
特点进行探究与开发。在该过程中，部分幼儿教师过度注重对
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还原，反而忽略了当前幼儿成长过程中
的特点。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幼儿
进一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建立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使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得到有效传承，但幼儿园
教育实践中缺乏系统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体系大
多数幼儿园仅仅对幼儿进行短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该
种教育方式缺乏持续性。

2.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资源的开发要求
目前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各个阶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发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扩大。
因此，社会各界对幼儿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提出了
要求，其主要目标在于对我国经典名著进行阅读以及部分古诗
词进行背诵，旨在进一步增强我国幼儿的智力水平。对我国经
典名著进行背诵与阅读，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幼儿的知识积累量，
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另外，在幼儿教
育中要求儿童对经典名著进行背诵、阅读有利于培养其健全的
人格与良好的品行。经典名著与现代教学模式的结合，不仅能
够促进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够为幼儿自然的开发
提供更多可供挖掘的素材。在传统文化知识对幼儿教育的渗透
下，该类教育资源的深层教育意义也逐渐得以体现。我国传统
文化与现金的学习理念进行融合，是当前幼儿教学的新型教学
模式。在对幼儿进行传统民间艺术的教育，能够起到推进幼儿
思维发展的作用。这是因为民间艺术既是我国人民对日常生活
向往的总结，同时也是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我国劳动
人民对自身生活的写照。我国不同的民间艺术涉及方面极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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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性考虑 [2]。幼儿本身具有顽皮好动的
特点，而幼儿教育的重点则在于有效培养幼儿的智力与思考能
力。因此，教师应当选择合适的教育资源，利用符合幼儿心理
特征的游戏，将中华文化与游戏进行有效集合，使其能够在游
戏中得以呈现。学生在游戏中学习便是一种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下接受知识的过程。在该种前提下，游戏应当广泛的应用在幼
儿教学过程中，在选择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应当考虑其与传统
文化知识的契合程度，将游戏化教学与网络教学资源你相结合，
使幼儿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进一步得到提高。

3.3  将传统文化教学与幼儿教学进行融合
课堂能够将中华优秀传统融文化的特征，是当前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应用，其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儿童的思维
能力，我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便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我国
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了重要的通。因此，教师应当以儿童能
够接受的方式传播民族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较为晦涩
难懂的方面，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展示，其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对幼儿的思维方式进行渗透。教师还应当将传统文化的
特色内容与幼儿教学课程进行有机融合，使幼儿教育课程的每
个细节均能与其课程主题保持一致。在该背景下，幼儿教师还
可以通过属于自身的独特教学方法，在多个方面进行潜移默化
的教学，在幼儿主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激
发其学习兴趣。以幼儿音乐课程为例，即为将传统文化元素以
舞蹈的形式融入音乐课堂，使幼儿能够得到有效的传统文化熏
陶。

4、结论

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代又一代我国人民的精神食粮与
价值取向，其对于塑造我国人民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起到了极为
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与弘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下，幼儿教育受到了极
大的关注。但受到幼儿教师水平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幼儿
教育资源未能得到良好的开发，所以，本文提出了将传统文化
教学与数字化教学相结合、改良幼儿游戏化教学以及开发传统
文化幼儿教育等几点策略，以期能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幼儿
教育资源的开发提供一定的帮助。

泛，其中包括音乐，绘画，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每一种不同
的艺术形式都具有属于其自身的内涵。因此，民间艺术对于幼
儿的想象力，感知力以及理解水平能够起到良好的提升作用。
使幼儿对于真善美的感知能够得到快速启蒙。因此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教育资源对于幼儿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资源中开发与应用的
策略

3.1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教学
在我国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教学逐渐成为

了一种新型且有效的教学方式，在幼儿教育阶段，传统的文化
教学需要融入数字化教学的过程中，其能够使得传统教学不再
单调乏味，同时还能够提升幼儿学习的积极性。只有进一步运
用当前的新型教学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幼儿教学资
源你的转化，使当前幼儿教学课程资源更加丰富 [1]。该类教学
方法的结合，不但能够有效促进幼儿的发散思维与辩证思维，
同时也能够使幼儿教育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为今后的教育
发展提供多种可能。随着数字化教育资源的不断整合，幼儿能
够逐渐学会如何对知识进行分类处理，同时幼儿还能够对所学
到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总结。受到幼儿思维能力发展不健全等因
素的影响，其需要通过在课堂上进行大量的练习，方可进一步
增加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理解。因此，在整体教学活动中，
教师需要将数字教学资源作为开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
使幼儿能够在一种古典文化情境下学习，进一步提升课堂中的
阅读与学习的氛围，有效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有效调动其学
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利用率的到进一
步提升。提升幼儿的理解能力。

3.2  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游戏化教学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幼儿教师因此需要采取恰当的教育策

略将教育课程游戏化，令幼儿能够对课程进行积极主动给的参
与，并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的内涵进行切实的体会，这是重要
的对幼儿进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行教育的途径之一。教师必
须将知识与游戏相结合，将课程游戏化，令幼儿在游戏过程中
能够对知识产生更好的理解。由此可知，只有将游戏教育活动
丰富起来，才能够有效提升当前的幼儿教育质量。幼儿园一线
教育工作者在开发应用优秀传统文化时，必须对幼儿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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