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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文化是我国比较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源于生
活，是生活艺术化的表现。幼儿园教育属于启蒙教育，是每个幼
儿正确认知世界的开端。这个阶段必须给幼儿营造优良的学习环
境，提高幼儿园教育的特色化，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将课程教
育与民间艺术文化更好的融合，丰富幼儿课程教育方式，使幼儿
教育课程内容更为丰富，且更好的传承和创新民间艺术文化。

1　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渗透民间艺术文化的意义
1.1激发幼儿学习积极性
民间艺术文化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这就意味着生活中很多

趣味性的知识也被融入其中。由于幼儿生活经验不足，且年龄
较小，很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引入民间艺术文化可以激发幼
儿学习积极性，这是因为民间艺术文化基本上都是集想象力和动
手实践能力为一。比如绘画、折纸、泥塑等，在课堂教学中
引入这些内容不仅有利于激发幼儿学习积极性，还有利于培养幼
儿想象力。

1.2提高课堂教学趣味性
幼儿教育与其他阶段的教育不同，该阶段的教育专业要求较

强。幼儿年龄很小，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正处于初级阶段，这些
问题对幼儿教育进程产生一定影响。幼儿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传统
教学模式很难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应加强幼儿对民间艺术文化
知识的了解，使其认知始终处于完善发展状态。教师应在课程
教学中渗透民间艺术文化，增强课堂教学趣味性，使幼儿在传承
民间文化中逐步提高自身综合能力。

1.3有利于艺术传承
众所周知，我国文化中的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

幼儿教育中教师渗透民间文化除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之外还有利
于传承我国优秀的文化。幼儿阶段的教育除了让幼儿在健康中成
长之外更需要借助民间文化艺术的作用发展幼儿创造性，将新鲜
血液注入其中，增强其生命力。为此，教师应在幼儿教育中自觉
渗透民间艺术文化，使幼儿在情感上和思维上均受到影响，让其
得到更好的成长，促进我国传统文化更好的融入教学活动中，促
进民间艺术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2　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渗透民间艺术文化的策略
2.1 营造民间艺术文化环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我们常说个性主要受环境影响，孟母三迁主要是为了给孟子

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幼儿而言，学习环境同样对其学习效率
产生影响，幼儿在好的学习环境下学习积极性更高，这就需要幼
儿产生较高的学习积极性，使其产生较高的学习兴趣。为此，笔
者通过营造良好的民间艺术文化的方式提高民间艺术文化渗透效
率。比如笔者在班级中打造了“学习角”，这个区域主要用于展示
民间文化艺术代表作，之后组织同学们共同参观学习，为幼儿营
造良好的学习民间文化艺术的环境。此外，在园内建设学习角，由
各个班级教师带领各个班级幼儿参观，同时布置模仿绘画的任务，
将幼儿的作品展示到学习角中，便于幼儿参阅。这样一来幼儿在
浓厚的氛围中对民间艺术文化的学习产生较高的热情，为教师渗
透民间艺术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开展趣味性教学活动，吸引幼儿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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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艺术文化资源相当丰富，民间艺术文化更是多样。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渗透民间艺术文化有利于激发幼儿学习积极
性、提高课堂教学趣味性和艺术传承。为了在幼儿园教育中更好的渗透民间文化，应营造民间艺术文化环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开
展趣味性教学活动，吸引幼儿注意力；灵活调整民间艺术教育，潜移默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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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正处于比较特殊的年龄段，这个阶段他们对新鲜的事物
充满好奇。教师可通过开展趣味性的教育活动渗透民间艺术文化，
使幼儿注意力被吸引到课堂上。比如在教学绘画艺术相关内容时，
笔者给同学们播放了《神笔马良》这一趣味性的绘画视频，使幼
儿从中了解中国画的类型，强化幼儿对绘画艺术深刻魅力的了解，
在此之后组织同学们讨论与绘画有关的知识，开展文化相关的比
赛，培养幼儿对绘画艺术的兴趣。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中幼儿潜
移默化地了解了民间艺术文化，增强对其的热爱。除了绘画之外
还有很多形式多样的民间艺术，比如雕刻和剪纸。教师应结合这
些内容科学设计教学内容，结合丰富的民族文化提高课堂教学趣
味性，使幼儿在学习中潜移默化的了解民间艺术文化。比如在手
工课上笔者开展了剪纸活动，使幼儿在剪纸中展示生动形象的展
示十二生肖动物形象以及字体等等，这对幼儿学习生字以及民间
艺术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3灵活调整民间艺术教育，潜移默化渗透
幼儿教育活动具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在渗透民间

艺术文化时包容性较强。为此，笔者在教学中并没有刻意的开展
民间艺术文化，而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渗透。比如在课堂教学活
动导入环节融入流行的文化元素，通过不同民间口味的文化调动
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比如幼儿在认识数字时笔者将剪纸作为
道具，使幼儿快乐的学习数字，使民间艺术文化更贴近幼儿生活，
强化幼儿对文化艺术的了解。比如给孩子们讲故事时给孩子们播
放皮影戏，给孩子不同的体验。此外，若幼儿有兴趣可邀请幼儿
参与皮影戏表演，使其在表演环节掌握民间艺术文化知识。每个
幼儿教师在教学中都必须积极创新，促进民间艺术与民间文化更
好的融合，培养幼儿学习民间艺术文化的兴趣，让其在民间艺术
文化的熏陶中健康成长。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在幼儿园教育中渗透民间艺术文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坚持以生为本原则，从幼儿角
度出发传承民间艺术文化，这不仅有利于幼儿发展，也有利于社
会进步。教师是民间艺术文化传承者，应不断提升自身技能，将
民间艺术文化更好的融入幼儿教育，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促进幼儿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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