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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环境创设中非遗文化元素的幼儿教育实践研究

欧阳达

深圳市秋硕小学峰荟幼儿园，中国·广东　深圳　518107

【摘　要】在当前的幼儿教育活动中，如何有效地运用已有的文化资源，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的优秀文化是必然要

求。为增强儿童的文化自信，加深他们对文化传承的认识，老师们应该站在环境创造的角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融入

到幼儿园的内部环境之中。但是，目前幼儿园环境设计与非遗文化相结合面临着一些困难。因此，本文从非遗文化在幼儿

园环境创设中的运用价值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从墙壁文化装饰、主题角落设计、非遗教室建设、展示平台等多个角度

出发，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文化感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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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遗文化作为民族精神谱系的具象化载体，其传承价值

在于构建文化认同的根基。教师以环境创设为媒介，将蓝

印花布的植物染工艺转化为墙面肌理装置，把剪纸艺术的

镂空美学重构为光影互动墙，使传统技艺符号转化为可感

知的空间叙事。在节气长廊设置日晷投影仪与农具演变时

间轴，在陶艺区复原柴窑烧制温度可视化模型，让幼儿在

触摸青花瓷纹样拓片、操作皮影戏台光影装置的过程中，

自然形成对文化符号的解码能力。这种将文化基因植入空

间肌理的设计策略，既营造沉浸式文化场域，又通过具身

认知促进幼儿对民族智慧的深层体认。

1　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应用非遗文化元素的意义

1.1增强幼儿的文化认知与认同

非遗是中国数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涵盖民俗、技艺、民

俗等多个层次。将剪纸、皮影、扎染、泥塑等非遗元素，

应用至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可以给幼儿带来直接的文化

体验。在教室墙上张贴剪纸，或在活动区域张贴京剧脸谱

等，都能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对这种非遗文化元素有所

认识。通过观察、触摸和互动，使幼儿对非遗文化的特点

有初步了解，同时也为幼儿的心灵播下文化传承的种子。

同时，在孩子的文化认同中融入非遗文化，也有助于增强

其国家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许

多传统文化逐渐被排斥，儿童所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当代的

娱乐项目，对本土文化了解甚少。在幼儿园环境中引入非

遗元素，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他

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和尊重自己的国家文化，为建立自

己的文化自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促进幼儿的审美能力与创造力发展

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如精美的刺绣、鲜艳的年

画、朴实的陶瓷，都能为幼儿带来丰富的视觉和触觉。在

环境创设中运用想象空间，可以增强幼儿的审美意识。例

如，教师可利用蓝印花布装饰教室，或指导幼儿制作简单

的工艺品，使幼儿在动手操作中体验非遗的魅力。而丰富

和创新的非遗文化，也为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如折纸、面塑等，都极富创造力，让

小朋友在模仿与创作中，可以锻炼他们的表达能力。在美

术活动中，教师可以让幼儿用剪纸做出简单的图案，也

可以用粘土制作出传统的吉祥物，既能锻炼幼儿的动手能

力，又能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思维。

2　幼儿园环境创设中非遗文化元素的幼儿教育实践路径

2.1设计主题角落，丰富文化感官体验

在幼儿教育场域中构建非遗文化认知体系，需以具身

化、情境化的环境创设为支点，将抽象文化符号转化为可

感知、可操作、可创造的文化实践场域。教师可创设"追忆

农耕"主题文化角，以农具演进史为叙事主线，构建多维

度的文化认知空间。该区域以农耕文明发展脉络为经纬，

通过实物模型、动态装置与数字媒介的融合呈现，重构农

具从原始石器到现代机械的迭代图景：以连环画形式展现

犁铧、耧车、水车等农具的结构原理与使用场景，配合可

拆卸的木质模型供幼儿进行触觉辨识；以光影装置模拟春

耕秋收的时序变化，将二十四节气农事歌谣转化为互动投

影游戏；以微型农具操作台引导幼儿体验播种、灌溉等基

础农事技能，在泥土与种子的接触中感知生命成长规律。

为深化文化认知维度，教师采用"具身认知"教育策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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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技艺转化为可体验的实践项目：在"农具博物馆"展区

设置农具发展史时间轴，以磁吸拼图形式呈现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农具特征；在"农事科技墙"运用AR

技术扫描农具模型，触发三维动画演示其工作原理；在"

农耕信仰角"复原社稷坛祭祀场景，通过触摸感应装置播放

祈谷仪式音频，使幼儿在多感官参与中理解农耕文明的精

神内核。文化角同时构建"创作-展示-评价"的闭环系统，

设置陶艺工坊、秸秆编织区、种子画创作台等实践空间，

引导幼儿运用自然材料进行农具再造、农事场景立体装置

创作，将农耕文化元素融入黏土浮雕、秸秆编织等艺术表

达。教师还设计结构化活动序列：在认知阶段通过"农具猜

猜看"游戏建立表象认知，在实践阶段开展"小农夫体验日"

活动掌握基础农事技能，在创造阶段组织"未来农具设计

展"激发创新思维。这种将文化认知、技能习得与艺术创造

相融合的教育模式，既实现农耕技艺的活态传承，又促进

幼儿在文化浸润中形成对土地的敬畏、对劳动的尊重、对

传统的珍视，最终在具身实践中完成文化基因的代际传递

与认知图式的自主建构。

2.2建设非遗教室，提升幼儿文化自信

在幼儿教育场域构建非遗文化传承体系，需突破碎片化

环境渲染的局限，以主题化课堂为载体实现文化传播的结

构性升级。以"皮影戏"主题非遗教室为例，教师通过空间

叙事重构文化认知场域，将教室划分为表演区、制作区与

展陈区三大功能模块，形成"观演-创作-展示"的完整文化

实践链。在表演区，教师搭建可拆卸的模块化戏台，配备

可调节光源的皮影灯箱与可替换幕布系统，使幼儿在光影

交织中感知传统戏剧的视觉美学；在制作区，设置积木建

构台、镂刻操作台与彩绘工作站，提供拼板、卡扣、魔术

贴等模块化材料，引导幼儿通过结构拼装、镂空雕刻、色

彩赋形等工艺流程，完成从平面素材到立体影偶的转化；

在展陈区，采用磁吸式墙面与旋转展架呈现幼儿作品，配

合二维码语音导览系统，使静态展品转化为可交互的文化

符号。为深化文化认知维度，教师构建"溯源-解构-重构"

的三阶教学模式：在文化溯源阶段，组织幼儿参观地方文

化馆的皮影展区，运用AR技术扫描古戏台模型触发三维动

画，还原皮影制作与表演的原始场景；在技艺解构阶段，

通过幻灯片动态演示"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

发汗熨平-缀结"的完整工艺流程，配合显微投影仪观察牛

皮纹理与矿物颜料的光谱特性；在艺术重构阶段，引导幼

儿将现代审美元素融入传统造型，如用几何图形重构人物

服饰纹样，以渐变色彩替代传统平涂技法。这种将文化认

知、技艺传承与艺术创新相融合的教育实践，既实现皮影

艺术的活态传承，又促进幼儿在文化浸润中形成对传统技

艺的创造性转化能力。在持续的文化实践中，幼儿不仅掌

握皮影操纵技巧与叙事逻辑，更在角色扮演、剧本创编、

团队协作中培育文化表达自信。当幼儿自主设计的"太空皮

影剧"在校园艺术节展演时，传统光影艺术与科幻想象的碰

撞，恰是文化基因在代际传递中焕发新生的最佳注脚。这

种体系化的文化传承模式，既为幼儿搭建起理解传统文化

的认知支架，又为其文化身份建构提供实践场域，最终在

沉浸式体验中完成文化基因的解码与再编码。

3　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以非遗文化为内核推进幼儿园环境创

设，通过墙面视觉叙事重构、主题互动区建构、功能空间

文化赋能及成果可视化呈现等策略，将传统艺术符号转化

为沉浸式教育场域。此举不仅塑造出兼具美学意蕴与教育

深度的空间形态，更使幼儿在浸润式文化场域中，经由多

感官参与非遗元素解构与重组，逐步构建文化认知框架。

在持续的文化浸润里，幼儿审美素养与文化自信同步生

长，最终内化为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与践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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