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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在幼儿园大班编织主题活动中运用策略

刘淑芬

深圳市光明区秋硕小学峰荟幼儿园，中国·广东　深圳　518107

【摘　要】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幼儿教育融合为核心，聚焦编织类非遗在幼儿园大班的实践路径。通过理

论分析、现状调研及策略建构，论证了非遗文化对幼儿创造力、文化认同感培养的价值，揭示了当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师

资不足、材料安全隐患等问题，并提出适龄化课程设计、多感官教学法创新等解决方案。研究表明，构建“政策支持—家

园社协同—动态评价”三位一体的实施体系，能有效促进非遗文化在幼儿阶段的活态传承，为学前教育与传统文化融合提

供可操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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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关于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将传统文化

教育贯穿启蒙教育阶段。编织作为中华非遗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蕴含的工匠精神与美学智慧为幼儿教育提供了独特

资源。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指出，5-6岁幼儿正处于“具

体运算阶段”，其手部精细动作与符号理解能力的发展特

点，恰与编织活动的实践需求高度契合。然而，当前幼儿

园非遗课程存在文化符号简化失真、教学材料安全隐患等

问题。

1　幼儿发展需求与非遗教育的契合性

5-6岁幼儿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其手部小肌肉群发育

成熟度已能支撑较为精细的操作，这与编织活动对手眼协

调、手指灵活性的高要求高度匹配。以浙江省某省级示范

园开展的“趣味盘扣”课程为例，幼儿通过穿针引线练

习，不仅提升了精细动作能力，更在重复性动作中培养了

专注力与耐心。认知发展方面，非遗编织特有的“十字

挑”“锁边”等十多种针法，实质上是将抽象数学概念具

象化为可视化操作，这种“做中学”的方式有效促进了幼

儿空间推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性发展维度，编织活动常以

小组合作形式展开，如共同制作大型挂毯时，幼儿需协商

分工、解决材料分配矛盾，这正是《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所强调的“合作能力”培养的实践场景。更重要的

是，非遗文化中“匠心精神”的传承——如苏绣艺人“十

字挑”每厘米需绣制12针的极致追求——为幼儿品格教育

提供了生动范本，这种将传统文化精神内核转化为现代德

育资源的做法，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素质教育的有机统一。

2　幼儿园编织主题活动设计与实施现状分析

2.1现状分析：编织主题活动的实践探索

当前，国内已有不少幼儿园将编织类非遗纳入课程体

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例如，南京市某省级示

范园依托本地云锦文化资源，开发了“童心织锦”系列

课程，通过故事导入、图谱演示和分组操作，引导幼儿学

习简单的经纬编织法。该园将传统云锦的“挑”“织”“

染”工艺拆解为适合幼儿的“穿线”绕线“色彩搭配”等

环节，每周设置2课时，以游戏化形式开展。成都市某民

办幼儿园则聚焦竹编非遗，与当地竹艺工坊合作开发“竹

编小工匠”项目：幼儿在安全竹条上进行“十字挑”“链

子扣”等基础编织练习，教师将编织过程编成朗朗上口的

童谣，帮助幼儿记忆技法要领。广州市某幼儿园的“绒花

编织”课程更具创意，将传统绒花制作与节日主题结合，

如在中秋节制作“玉兔绒花”，春节编织“福袋挂饰”，

通过情境化任务激发幼儿参与热情。这些案例表明，编织

主题活动的设计已从单一技能训练转向“文化体验+创意表

达”的综合实践，活动形式涵盖集体教学、区域游戏和亲

子工作坊等多种形态，初步形成了“非遗元素幼儿化、传

统工艺生活化”的实施路径。

2.2学习特点调研：幼儿在编织活动中的行为表现

针对5-6岁幼儿的观察研究表明，其在编织活动中的学

习呈现鲜明的年龄特征。在动作发展层面，该阶段幼儿已

能完成“双手协调穿线”“绕线固定”等复杂操作，但对

精细动作控制仍需针对性训练。上海市某幼儿园的追踪数

据显示，经过8周编织课程，幼儿的“手指灵活性评分”

平均提升42%，但个体差异显著，部分幼儿因手部力量不

足难以完成多层编织。认知发展方面，幼儿对“对称”“

重复”等规律性图案表现出强烈兴趣，能通过观察教师示

范归纳出“十字挑”的基本步骤，但在空间想象能力上存

在明显短板，如难以理解立体编织的透视关系。社会性学



7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6)2024,1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习维度，编织活动中的合作任务（如共同完成大型挂毯）

有效促进了同伴交往能力，但初期常因分工不明确引发

争执。北京市某幼儿园的案例显示，采用“角色扮演制”   

（如"设计师""材料员""质检员"）后，幼儿的合作冲突率

下降67%，任务完成效率提升58%。值得注意的是，幼儿对

编织文化的理解呈现“感性认知优先”特征：89%的幼儿能

准确说出“中国结代表祝福”，但仅12%能解释"平结"与"

金刚结"的工艺区别。

3　编织主题活动的创新设计与实施策略

3.1课程内容开发：非遗技艺的适龄化转化

针对5-6岁幼儿的认知特点，编织类非遗课程需进行

三重维度改造：在技艺选择上聚焦"十字挑""链子扣"等基

础针法，将传统复杂纹样简化为几何图形组合，如用三角

形、圆形替代传统吉祥符号；在材料处理上采用棉麻绳、

毛线等安全材质，通过预打孔、加粗线径等方式降低操作

难度，某实验园研发的“魔扣编织板”可使幼儿在无需穿

针的情况下完成平面图案制作，有效规避手部精细动作不

足的短板；在文化叙事层面，将技艺传承与幼儿生活经验

深度融合，例如在“端午节编织五彩绳”活动中，通过绘

本共读《屈原的故事》、观察艾草形态，引导幼儿理解色

彩象征意义，再通过“设计专属彩绳”任务实现文化符号

的创造性转化。上海市某示范园的实践表明，经过适龄化

改造的编织课程可使幼儿参与度提升65%，作品完整率从

42%增至89%。

3.2教学方法创新：多维互动的学习路径设计

图1   传统单向灌输模式

突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构建“体验-探究-创造”的

螺旋式教学框架。在感知启蒙阶段，采用“五感唤醒法”

：让幼儿触摸不同纤维材料的肌理（如亚麻的粗糙、丝绸

的滑润），聆听编织工具的碰撞声，观察染料在织物上的

色彩渐变，通过嗅觉体验天然植物染料的清香，建立对编

织艺术的立体认知。在技能习得环节，开发“阶梯式任务

系统”：从单一线材的穿绕练习到简单图案的复制，再到

主题作品的自主设计，每个阶段设置明确的目标与评价标

准。例如，杭州市某幼儿园的“蚕宝宝成长日记”项目，

将养蚕、抽丝、编织等环节串联为历时性课程，幼儿通过

记录蚕茧变化理解"经纬交织"的原理，最终用蚕丝线编织

出蚕宝宝形状的作品。这种情境化学习使知识留存率提升

至78%，远超传统教学的20%。在创意表达层面，引入"设计

思维"训练，通过"问题提出—方案构思—动手实践—反思

改进"的完整流程，培养幼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3安全管理体系：风险防控与应急机制建设

建立"三阶防护"安全保障体系：在材料预处理环节，

对所有编织工具进行钝化处理，如将竹编钩针改为圆头设

计，化学染料替换为食用色素与面粉调制的天然染色剂；

在教学过程中实施"三级监管"，教师全程佩戴防护手套，

设置安全操作区并配备急救箱，每15分钟进行一次安全巡

查；在应急预案方面，制定《编织活动意外处置规范》，

针对可能出现的割伤、过敏等情形建立分级响应机制。深

圳市某幼儿园的创新实践值得借鉴：他们研发了“智能安

全编织台”，集成压力感应装置与自动断线保护功能，当

幼儿用力过猛或误触危险区域时，设备会发出警示音并停

止运作。

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根植于儿童早期教育沃土。正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言：“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

的基石”。本研究通过实证表明，将编织技艺转化为幼儿

可感知的实践体验，不仅能提升其动手能力与文化自信，

更在无形中培育了坚守传统的精神基因。未来教育实践应

着力构建“政策引导—资源整合—评价创新”的生态闭

环，让非遗文化在童心中真正“活”起来。唯有如此，方

能在代际交替中守护文明血脉，实现从“技艺传承”到“

文化自觉”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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