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0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幼儿艺术国学社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学”一词频频映入大众眼帘，掀起了一股国学

浪潮，人们都在开展一系列有关“国学”的课程。如国学社、
国学讲座、国学书院的成立，以及互联网上出现了关于“国学
大师”的选拔活动。

2001 年我国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有明确的要
求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
富与优秀。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
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把国学与日常教
育结合起来，让幼儿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使其耳濡
目染，亲身体验中华文明，在内心建立起强大的民族自豪感，
并在无意识中养成以中华美德为主要道德标准的良好习惯。

如今，幼儿园教育一味想着与时代接轨，发展现代化，走
向世界，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教育理念逐渐被现代的、国
外的教育内容所取代，从而导致幼儿对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知
之甚少，对于传统礼仪与节日也是不知所云，对传统器乐更是
一头雾水。

对于今天这种局面，我们应该冷静思考原因。“国学”一
词最早记载见于《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国
学”产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学术上的时代主题是西学东
渐。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
传统、通经致用；随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调
和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再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时刻谨记“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
师范精神，创办一所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教育目的、以培训高素养
幼教从业者为教学理念，把我国传统艺术课程、非遗传承学习融
入到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中的综合性学校——幼儿国学社。

2　幼儿艺术国学社实践研究
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明确任务后，通过当地政府锁定

几家徐州周边农村公办、私立幼儿园进行联系。我们简要阐述了
我们对幼儿艺术国学社的想法及理念，针对地方特色及不同年龄
学前儿童身心特点，开展了一系列的课程来弘扬“国学”。

首先，针对小班幼儿，主要开展中国传统美德教育，主要培
养幼儿尊敬师长、孝顺父母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家
长们大多都忙于工作，这非常不利于孩子们对中国传统美德的感
悟与传承。于是，我们邀请幼儿家长同幼儿一起来到幼儿园，开
展了一系列的亲子活动，让他们在游戏中感悟与父母之间不可取
代的亲情，培养他们孝顺父母的传统美德。

其次，针对中班幼儿，开展传统节日教育。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他们对汉堡、炸鸡的痴迷远远超过了对饺子、汤圆的喜
爱。于是我们小组在幼儿园中安排符合本土生活习俗的食寝常规
和节庆活动。例如在元宵佳节，我们给孩子们带来了好吃的汤圆，
并弹唱《卖汤圆》，将元宵节背后的故事讲给幼儿们听，制作了一
些富有童趣的儿童画及手工来展现优秀的民族文化符号，也开展
了对元宵节中的一些风俗活动进行模拟场景式的扮演活动，激发
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请来了一些民间艺人、历史故事的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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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素质教育的理念下，开展幼儿国学教育，对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正确的价值观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对幼
儿的成长有着深远影响。但在幼儿园开展国学教育，需要有明确的学情分析，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认知水平，开展不同形式、不
同内容的国学教育课程。本文在明确当前幼儿国学教育开展现状的基础上，探索基于不同年龄阶段幼儿认知水平的国学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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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幼儿园主持文化活动，让幼儿从中学习和感悟中国传统节日，
提高对国学的认知能力，从而使幼儿开始接触并愿意主动接触国
学，促使幼儿自觉地继承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最后，针对大班幼儿，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以开展古诗词教
学为切入点，结合传统器乐，加以诗朗诵，让幼儿在欣赏中感悟
古诗词韵味及传统器乐的无穷意境。并且围绕《三字经》为校本
教程，开展诵读、书画、故事会等多种多样的竞赛活动，寓教于
赛，以赛促学，并为表现好的幼儿准备了国学课本作为奖励。

我们下一步通过环创对幼儿进行国学教育。帮助幼儿园老
师在幼儿园环创方面突出传统文化特征，在室内装修中引入了传
统民居的风格。将国学理念通过环创传递给幼儿，为幼儿的活动
空间营造出浓厚的民族气息。尤其注重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将

“国学”融会贯通。一日生活皆教育，幼儿在每日的幼儿园生活
中能够时时处处都能感受、触摸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教育更加
生活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或许传统的技术已无法满足我们的需
求，我们试图找到一种新媒体，来向幼儿重新呈现“国学”。例如
创办属于自己的公众号，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我认为“国学”即传统文化知识，而我们新时代青年恰恰是
弘扬传统文化知识中最具代表性的的。

3　创办幼儿艺术国学社的必要性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社会的良知是文明的根基，我们的

一切精神果实和智慧花朵，都是在传统文化的胚基上孕育滋长并
逐渐成熟起来的。人类要在21世纪美好的生活下去，就必须回首
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汲取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精髓，
来实施人格教育，培养普遍的伦理道德。

幼儿艺术国学社的成立也有利于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和水
平；有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秀民族精神；更有利于
提高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能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帮助
幼儿形成一个积极健康的情感意志，感染幼儿使其知廉耻、懂荣
辱、辩是非。因此，幼儿艺术国学社的成立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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