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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竹编文化的教育价值与实现路径
——以大班竹编主题活动为例

贺　敏

深圳市光明区秋硕小学峰荟幼儿园，中国·广东　深圳　518107

【摘　要】本文聚焦幼儿园竹编文化，旨在探讨其教育价值与实现路径。研究以大班竹编主题活动为例，阐述竹编文

化在幼儿园的教育价值，包括传承传统文化、增强幼儿文化认同，以及培养幼儿动手能力、促进智力发展。在实现路径方

面，提出创设竹编主题环境营造文化氛围，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竹编魅力；开展多元教学活动传授竹编技能，以符合

幼儿特点的方式助力其掌握编织技巧；融合家园社资源拓展文化体验，形成教育合力。研究表明，将竹编文化融入幼儿园

大班主题活动，对幼儿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传统文化传承与幼儿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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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之下，传统文化的传承遭遇

了诸多挑战，幼儿园身为幼儿启蒙教育极为关键的场所，

承担着文化传承的关键责任，竹编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手工

艺文化里的珍贵宝藏，蕴藏着丰富的教育价值，把大班竹

编主题活动当作切入点，去挖掘竹编文化的教育价值并且

探索达成的途径，可让幼儿接触以及了解传统文化，还可

以在实践操作里推动其身心发展，为幼儿的成长以及传统

文化的传承增添新的活力。

1　幼儿园竹编文化的教育价值

1.1传承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

竹编文化拥有着漫长的历史，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聪

明才智与创造力，在幼儿园开展竹编文化教育，是传承并

弘扬传统文化的关键方式，幼儿阶段是文化启蒙的关键时

期，幼儿凭借接触竹编文化，可直观地体会到传统手工艺

的独特魅力，教师可以讲述竹编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相

关民间故事，使幼儿了解竹编文化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

化内涵。比如向幼儿介绍竹编在古代人们生活中的广泛用

途，像竹篮、竹席等生活用品，让幼儿明白竹编与人们生

活的紧密关联[1]。

让幼儿亲自去动手参与竹编制作活动，比如编织像小扇

子、小蜻蜓这类简单的竹编小物件，如此一来可使他们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真切体验到传统文化所有的独特魅力，而

这种亲身体验的方式，可加深幼儿对于竹编文化的理解程

度以及记忆深度，激发他们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

趣与热爱之情。

1.2培养动手能力，促进智力发展

竹编制作属于一项有精细动作以及手眼协调能力要求的

活动，于幼儿园之中开展竹编文化教育，可为幼儿给予丰

富的动手操作契机，有效培育他们的动手能力，幼儿于编

织进程里，要运用手指的灵活性，把竹篾依照一定的规律

与技巧来进行编织，这对其手部小肌肉的发展以及手眼协

调能力的提升有着意义。比如在编织竹编小船时，幼儿需

把细长的竹篾相互交叉、穿插，稍有差错就可能致使编织

失败，这便需要他们集中注意力，认真操作[2]。

竹编制作还关联到空间感知、逻辑思维以及创造力等发

展情况，幼儿于编织进程中，要思索怎样把竹篾组合成不

一样的形状与图案，这对培育他们的空间想象力以及逻辑

思维能力是有帮助的，幼儿可依照自身的想法与创意，对

竹编作品开展个性化的设计与装饰，发挥自身的创造力与

想象力。

2　幼儿园竹编文化的实现路径——以大班竹编主题活

动为例

2.1创设竹编主题环境，营造文化氛围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在幼儿园大班开展竹编主题活

动时，创设富有竹编文化特色的主题环境，能够让幼儿在

潜移默化中感受竹编文化的魅力，激发他们对竹编活动的

兴趣[3]。

教室墙面布置时，可张贴竹编工艺品图片，像精致的竹

编花瓶、惟妙惟肖的竹编动物等，使幼儿直接地领略竹编

艺术的多样与美感，并且搭配简洁明了的文字说明，阐述

竹编的历史、特点以及制作方法，让幼儿于欣赏之际获取

相关知识，比如展示一幅竹编鸟笼图片，旁边注明“竹编

鸟笼乃传统手工艺品，由竹篾编织而成，具美观性又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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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往昔是人们养鸟的良好工具”。在教室角落设立竹

编作品展示区，用以展示幼儿自己制作的竹编作品，这些

作品可为简单的竹编小扇子、小篮子等，亦可是幼儿在教

师指导下完成的较为复杂的竹编工艺品，展示区需定期更

新作品，让幼儿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获认可，同时也能观

赏其他小朋友的作品，彼此学习与交流。另外还可在展示

区旁边设置一个小小的留言板，让幼儿写下自身对作品的

感受与想法，提升他们的参与感和表达欲望。

2.2开展多元教学活动，传授竹编技能

为了让幼儿真正掌握竹编技能，感受竹编文化的内涵，

需要在大班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这些活动要符合幼儿

的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注重趣味性和实践性。

在集体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可借助故事、儿歌等方式

来引入竹编主题，就比如说，讲述一则有关竹编艺人的故

事，以此让幼儿知晓竹编艺人的辛勤付出以及对传统手工

艺的热爱之情，激发幼儿对竹编的兴趣，之后教师开展竹

编技能的示范教学，从最为基础的竹篾处理着手，像怎样

把竹子劈成细长的竹篾，又怎样对竹篾进行打磨使其变得

光滑。紧接着，示范一些简单的编织方法，如平编、绞编

等，让幼儿去观察教师的动作与手法，了解编织的步骤和

技巧，在示范的过程里，教师需要放慢速度，详尽地讲解

每个动作的要领，同时鼓励幼儿提出问题[4]。

小组活动对于幼儿巩固并提升竹编技能而言是相当关

键的一个环节，把幼儿划分成一个个小组，为每组都提供

一些竹篾以及简单的编织工具，促使幼儿在小组内部相互

合作、彼此学习，教师可为每个小组设定一项具体的编织

任务，像编织一个小杯垫或者一个小书签，在小组活动期

间，幼儿可交流自身的想法和经验，一起去解决碰到的问

题。教师需要巡回开展指导工作，及时给幼儿提供帮助并

给予鼓励，对表现出色的小组和个人进行表扬与奖励。

2.3融合家园社资源，拓展文化体验

幼儿园、家庭和社会是幼儿成长的重要环境，在开展大

班竹编主题活动时，要充分融合家园社资源，为幼儿提供

更广阔的竹编文化体验空间。

幼儿园可和周边的竹编工坊或者手工艺人构建合作关

系，按照固定的周期组织幼儿前去参观竹编工坊，在参观期

间，幼儿可亲眼目睹竹编艺人高超精湛的技艺，知晓竹编工

艺品的制作流程以及工艺方面的细节情况，手工艺人可给幼

儿展示一些较为复杂的竹编技巧，像是立体编织、图案编织

之类的，还可以让幼儿亲自动手试着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

借助这种实地参观以及学习的方式，幼儿可更加直观地体会

到竹编文化所有的魅力，拓宽他们自身的视野。

家庭作为幼儿成长的首要课堂，家长于幼儿的竹编文化

教育里扮演着关键角色，幼儿园可借助家长会以及家长微

信群等途径，向家长宣扬竹编文化的教育意义，激励家长

于家中为幼儿准备一些竹编材料与工具，和幼儿一同开展

竹编创作，幼儿园可定时举办家长竹编作品分享会，促使

家长展示自己跟幼儿在家中制作的竹编作品，分享创作期

间的经验与故事。如此一来，能激发家长的参与积极性，

又可让幼儿于家庭中体会到竹编文化的氛围。

社区之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竹编文化资源，幼儿园可组

织幼儿参与社区举办的竹编文化活动，像是竹编展览、竹

编比赛之类的，在这些活动里，幼儿可欣赏到更多优秀的

竹编作品，还可以跟其他竹编爱好者进行交流并且学习，

幼儿园还可联合社区开展竹编文化宣传活动，向社区居民

宣传竹编文化的历史以及价值，以此提高社区居民对传统

手工艺的关注程度以及保护意识。借助家园社的紧密合

作，形成教育合力，使得幼儿在全方位的竹编文化体验当

中，深入地了解以及传承竹编文化。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竹编文化教育有着十分关键的意义，

借助大班竹编主题活动，幼儿在传承传统文化、提高文化

认同之际，其动手能力和智力也获得了有效的发展，创设

主题环境、开展多元教学活动以及融合家园社资源等这些

实现路径，给竹编文化教育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幼儿

园要持续探索竹编文化教育，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让更多

幼儿在竹编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促使这一传统手工艺

文化在新时代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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