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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区幼儿园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重大意义

仁增卓玛

西藏昌都市第一幼儿园，中国·西藏　昌都　854000

【摘　要】幼儿的思想处于启蒙状态，对思想的认知比较敏感，此时强化对幼儿的民族团结教育能引导幼儿在幼儿园

时期建立民族团结友好的思想意识，有利于实现民族大团结和共同体的建立。藏区的位置比较特殊，需要通过民族团结的

思想意识进行引导和指引，促使藏区的幼儿从小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成长为维护民族团结友好而付出实践的新时

代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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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对于民族团结的构建能推动国家政

治、经济的和谐发展，因此将民族团结作为一种思想文化

教育渗透入幼儿园教学，能依托于传统文化和学科教育进

行思想认知的深埋。促使幼儿能接触到完整系统的民族团

结教育，获得较高的民族意识，有利于构建民族共同体思

想和实践策略。这将成为国家稳定、高速发展的基石，能

推动国家各民族的互通和交流，实现文化的流动，助力国

家团结意识的强化，形成各个民族团结一心的良好格局。

1 藏区幼儿园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重大意义

1.1 有利于构建民族团结的教育环境

藏区局面在祖国的边缘地带，对其幼儿园的幼儿进行

民族团结的教育能在幼儿时期构建良好的民族团结教育环

境，引导幼儿在民族团结的熏陶下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

意义，从而在内心深处建立民族大团结的思想认知[1]。同

时，在幼儿成长过程中不断强化这种民族团结观念，进而

引导幼儿构建热爱祖国、团结其他民族、反对分裂的爱国

思想意识。对后期建立民族共同体思想认知有良好的思想

基础。

1.2 强化藏区人民团结意识

藏区人民与祖国内陆的联系一般比较少，因此各族人

民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不高。通过开展幼儿园民族团结

教育，能让家长陪伴幼儿一起学习有关内容，从而引导家

长的民族团结思想建立。并让家长意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

性，从而建立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和具体行为，有助于

发展藏区人民的团结思想。进而增强藏区和其他民族的交

流程度，推动文化和习俗的共融，实现思想意识的共同交

流，助力民族融合。

1.3 助力文化交流实现文化共融

藏区的文化思想都是在研究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对其他

民族的文化体系、习俗、文化形式了解不多，不利于实现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藏区幼儿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需

要教师和学校领导先研究民族团结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再通过语言和活动的传递让幼儿了解传统文化的内

容、形式，促进藏区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融[2]。在这样的学

习体制下，扩大传统文化对藏区局面的文化影响，将中国

的优秀文化瑰宝传递到祖国的边缘地区，助力文化共融下

的民族团结。

1.4 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

藏区驻扎着少数民族和各种专业人才，他们为维护国家

统一和社会安定贡献思想、文化和行为能力。维护国家的

统一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和付出，而这需要从小开始

教育中国子女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团结学习、发展。因此，

开展幼儿园民族团结教育，能在幼儿心灵深处扎下保家卫

国的爱国情怀，促使幼儿成长为在藏区实现国家统一和社

会安定的接班人[3]。

2 藏区幼儿园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措施

2.1 幼儿园创设绘本和园本课程

有关民族团结的绘本比较少，与之相应的课程安排

更是罕见，一般都会融入学科教育，但是对于藏区幼儿

来讲需要构建民族团结绘本和课程才能更好的进行思想

教育和行为指导，促使幼儿在游乐中建立团结思想，认

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特点，增加幼儿思想的丰

富性和对不同民族学习的好奇心。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

具体发展情况从互联网搜集有关的图片、故事、视频等

资料，通过优化整合形成完整的民族团结绘本。并根据

目前的课程那排设置专项学习绘本的课程，让幼儿在教

师的专业辅导下认知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从而对幼儿

民族团结的思想认知起到引领效果。如汉族是中国最大

的民族，其传统文化有诗歌、绘画、音乐、戏曲、书

法等，传统服饰一汉服和唐装为主，传统节日有春节、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蒙古族以草原文化

为主，传统文化有马术、歌舞、音乐、民间艺术等，传

统服饰有蒙古袍、帽等，传统节日有那达慕大会等。幼

儿在园本课程借助绘本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服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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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能提高幼儿的见识，增加其对不同民族学习了解的

好奇心，推动民族团结思想对幼儿的深度影响。

2.2 民族特色主题活动发展幼儿团结意识

民族特色主题活动有三种类型：文化、服饰、节日和

吃食。教师可以根据时间顺序设置不同的文化主题活动、

服饰走秀活动、节日和吃食展示活动，让幼儿在不同的活

动中认知各个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知

识了解其生活形式，从而引发幼儿建立民族团结的意识。

这样的活动比较新颖独特，幼儿能接触各种文化和服饰礼

仪，从而引发其学习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活动中幼儿进

行交流合作，实现对幼儿语言交流能力的锻炼，展现出当

代幼儿活泼、开朗、性格良好的积极状态。

例如，教师开展苗族文化主题活动，带领幼儿学习苗族

的服饰风格，同时教师制作或购买幼儿园苗族服饰，男生

穿短装，头戴斗笠或包头巾，腰间系带有绣花的腰带。女

生则穿着大襟衣，在衣袖和衣摆上绣出各种图案，同时搭

配颜色丰富的百褶裙，头戴银饰，彰显苗族服饰的独特风

格。在幼儿穿戴好后，教师带领幼儿在班级走秀，向他人

展示苗族特有的服饰文化特点，传播苗族文化，吸引幼儿

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学习。然后教师告诉幼儿每一种服饰

的特点和特色，让幼儿增加知识见闻。如苗族姑娘带的银

饰具有富贵、爱情、文化的寓意和象征。女孩佩戴银饰象

征着生活或美满幸福，情感丰富，同时向外界传递苗族的

文化，因此，苗族的银饰不仅是一种装饰作用，更多的是

文化的传承的发展。另外，教师借助多媒体播放苗族的特

色美食，如油炸粑粑、苗家米酒、苗王鱼、折耳根、苗族

油茶、糯米饭等，告诉苗族人的吃食和特色美食。幼儿通

过观看视频或图片认识到苗族的饮食习惯，见识到他们的

特色美食，更增加幼儿对苗族研究的积极性和好奇心。这

样幼儿就能实现对其他民族的知识了解，获得更多的民族

文化认知，有助于幼儿萌生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推动

民族团结的进一步进程。

2.3 提高教师政治素养引导幼儿建立民族团结思想

2.3.1 对教师开展政治素养教育

教师的政治素养高低决定了对幼儿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

程度，因此，为保障

教师对幼儿开展全面、系统、正确的民族团结教育，

需要教师提高政治素养，实施政治教育[4]。这就需要教师

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内容，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立

场，坚定党的领导宗旨。同时学习传统文化和历史事实，

丰富教师的思想内容和提高思想深度，促使教师能以正确

的政治立场坚定信念和教学，对幼儿开展科学的民族团结

教育。

2.3.2 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和师德师风建设、

教师的职业道德决定了其对教育的热情和责任程度，

教师的的职业道德和师德师风是教师应该具备的高尚道德

情操和思想认知。教师凭借高水平的职业信仰对幼儿开展

科学、系统的教育工作，有助于引导幼儿建立正确思想认

知、价值观、判断力，从而指引幼儿在学习生活中克服困

难，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因此教

师要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等来提升自身

思想高度和品德素养，从而为幼儿展现健康的教育理念，

帮助幼儿学习民族文化，激发幼儿对民族的热爱。

2.3.3 创新教学方式引导幼儿创新思想

教师的教学方式不是说教而是身体力行，尤其是幼儿园

的教育方式需要不

断创新出新的教学形式，从而在幼儿好奇心的驱使下

开展探究活动和探索行动，开发幼儿的观察能力、认知能

力、思考能力等。幼儿的身心处于向外探索状态，任何新

鲜事物都有可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对此，教师可以借助

多种工具进行创新教学，如借助多媒体色设备展现不同民

族的文化类型、服饰和饮食；借助绘画工具引导幼儿对自

己喜欢的民族进行服装设计；利用班级环境为幼儿创设民

族特色的居住环境等。这样幼儿在不同环境、教学方法的

指引下能学习有关多个民族的知识，从而拓展幼儿认知，

获得更多关于民族文化的思考，对幼儿的民族团结教育有

重要的帮助作用。

3 总结

藏区的人民位于国家的重要边防位置，强化藏区的民族

团结意识对国家团结、统一、富强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对

藏区的幼儿进行民族团结教育能在幼儿幼小的心灵播下民

族团结的种子，在后期的学习生活中用知识进行浇灌，促

使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学生心中萌芽、长大、开花、结果，

推动藏区人民与其他民族的团结意识建立。进而巩固中国

的边防，助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和发展，促使中国的

多民族国家向着团结、和谐、友爱、共同富裕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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