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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文化资源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应用的必要性

1.1可以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资源

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当中，我国的民族文化资源遭到了严重

的冲击，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挤压。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少数

民族开始汉化，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濒临失传。学校教育

是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途径，幼儿园教育作为启蒙教育，在

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过程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藏族地

区，很多幼儿园的课程都是以汉文化为中心，酥油花等民族传

统文化难以得到充分体现。这会导致藏族地区的幼儿逐渐丧失对

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并在学习与接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遗忘

本民族的传统文化[1]。将民族文化资源运用到幼儿园教育与活动

当中，可以有效缓解这一问题，能够帮助幼儿在积极探索与运

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树立起民族意识，为今后的文化保护与文

化传承创造良好的条件。

1.2可以帮助幼儿树立起民族认同感

根据幼儿教育的指导纲要，幼儿园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当

中要充分地运用社会资源，能够使幼儿充分地感受到我国文化的丰

富性，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感受家乡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进而树立起民族认同感，增强热爱祖国的情感。这体现了将民族文

化资源运用到幼儿园课程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政

策上的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幼儿园的活动与课程需要充分地体

现主流文化与民族文化，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园来说，

加入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有利于帮助幼儿更好地增强民族认同感与民

族归属感。除此之外，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入还可以使幼儿在充分了

解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会理解、尊重与包容。

2  民族文化资源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2.1在教学目标方面的问题及对策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相关教育部门与教育机构在开展

教育活动的过程当中要积极引导幼儿与周围生活环境当中具有正

面能量的事物接触，充分运用幼儿园周边优秀文化资源的要求。

但是在实践当中发现，当前仍然有很多幼儿教师对民族文化资源

并不了解，掌握也不够充分，没有将其运用到幼儿的教育活动当

中来。只是在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下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但

在教学目标设立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还有一部分

幼儿园与纲要相违背，运用媒体的宣传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了商

业化的包装与传播，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生源。在这一教学目标的

指引下，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同时也会对民

族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播造成不良的影响[2]。在民族文化资源实

际运用的过程中，教师还要帮助幼儿更好地感受民族文化的多样

性与差异性，使他们形成正确的态度。

2.2在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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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很多幼儿园在运用民族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

问题，尤其是在教学内容方面，很多幼儿园都不知道如何选择。我

国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涉及到的范围也比较广阔，这使幼儿园教师

面临着困惑。部分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的时候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幼

儿的实际需求，将相同的内容融入到所有的年龄班当中，难以引起

幼儿的兴趣，教学效率也无法得到提升。对于这一问题，地方政府

可以与教育部门进行合作，将民族文化资源作为重点投入对象。幼

儿园则需要定期开展培训互动，邀请有经验的教育专家开展讲座，

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方法。同时，还可以组织幼儿园教师基

于乡土文化开发校本课程，比如在藏族地区的幼儿园可以开设以

“酥油花”为主题的校本课程，帮助幼儿了解酥油花的起源、工艺、

制作方法以及艺术价值等。

2.3在教学过程当中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很多幼儿园在使用民族文化资源的时候缺乏系统化的思

考，在开展教学的过程当中比较随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与幼儿

园的办园特色、教学目标偏离，幼儿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都比较盲

目，缺乏对幼儿兴趣的综合考量。幼儿面对繁多的内容容易出现

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与此同时，在落实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的过程中也面临很多困难，文化教学氛围不够浓厚，幼儿无法跟

上教师的进度，学习效率比较低。对于这一问题，幼儿园可以参

考与借鉴本地区的实践经验，能够充分地把握教育纲要，明确教

育目标，在这个基础上充分运用现有的教学设备和当地的民族文

化资源来开展教学，同时还可以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积极创设

民族文化的教育情境[3]。

3  结语

总的来说，将民族文化资源渗透到幼儿园的日常教育活动当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教学的过程当中在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以及教学过程这三个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这需要幼儿园

以及教师在应用民族文化资源的时候能够主动对实践教学进行反

思与研究，结合当地的本土文化资源，充分考量多方面的影响因

素，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达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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