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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渗透与传承
——以云南省 3 所幼儿园为例

倪志凌

（昆明城市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文化为一个民族的血脉所在，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归宿。我国有着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传承以及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

文化也是我国幼教发展的重要方向。云南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特色民族文化，是云南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积累下来的精粹。在近

年来外来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表现出保护与传承危机。本文选择了云南省 3 所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观察研究，了解云南少数

民族文化在幼儿教学活动中渗透与传承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幼儿园教学活动；渗透与传承

中国历史传承有着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其灿烂的文化经历

了世代相传，积累以及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而这均给我们教

育的工作留下了大批的宝贵的资源。幼儿园教学阶段处于一个人

的学习与成长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幼儿开展优秀的本土传

统文化教育，可以让他们在成长初期很好的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

浸透与熏陶，更好地培养幼儿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国家未

来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奠定良好的人才储备基础。

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渗透现状

本文选择了云南省 3 所幼儿园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访谈法

及问卷调查法的方式，深入了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教学

活动中的渗透现状。

（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内容的选择

在调查中大部分的教师都对云南传统文化渗入幼儿园教学活

动的重要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与理解，认为在教学活动中渗入云

南传统文化，对于弘扬以及继承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

意义，在幼儿熟悉的环境和内容下进行幼儿启蒙教育也促进幼儿

的认知与民族自豪感。根据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调查结果显示，

有 91.4% 的教师认为：选择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至幼儿园教学活

动中，会选择一些培养幼儿的爱国意识的内容，增强幼儿的民族

自信感。有 87.1% 的教师认为需要关注教学过程中传统文化教学

内容的丰富与深化。有 81.4% 的教师认为能够让幼儿知识水平得

到提高。78.6% 的教师认为可以培养幼儿的想象力以及正常的审

美。

本文在查阅了相关的文献与前人研究成果之后，将幼儿园云

南民族传统文化教学的内容来源分为了五个方面，分别是园本课

程，订购教材、结合周边环境来进行选择，结合幼儿爱好与兴趣

来进行选择，结合个人喜好来进行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最多教师选择结合季节、节日以及周边的资

源情况来进行选择，占比达到 57%。其次为园本课程以及幼儿关

心与感兴趣的内容，占比为 30％，再次是根据教师个人喜好来进

行选择，占比为 10%。最少人选择的是通过订阅教材的方式对云

南民族文化教学内容进行选择，占比为 3％。

（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实施的途径

从调查结果显示，在实施的形式与方法上面，有 22.9% 的教

师认为会通过组织一些优秀文化教学主题活动，来实现优秀传统

文化的渗透，有 14.6% 的教师认为会使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优

秀传统文化元素渗透至各个领域。有 18.8% 的教师认为会在日常

的生活与学习过程中进行优秀文化传统的渗透；12.5% 的教师认

为会在环境创设中融入优秀文化传统。有 10.4% 的教师表示会通

过家园合作的方式进行渗透。也有 10.4% 的教师表示可以通过在

区域活动以及游戏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渗透。

二、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课程渗透与传承存在的问题

（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课程内容有待完善

近些年以来，教育部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禁止幼儿园教育“小

学化”倾向。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幼儿园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依然普遍存在着应试教育、小学化倾向。有一些教师的教育理念

比较保守，在教学过程中更为关注于对幼儿开展知识方面的灌注，

总以让幼儿直接地记忆各种的传统文化常识，而没有将这些传统

文化当中里面所隐藏着的优良传统品质以及道德审美情操等进行

挖掘。在调查过程当中，有一位教师指出：“我认为我们幼儿园

只不过是有一个意识，希望让幼儿可以从小地接触更多的云南本

土的文化。然而，在方法上面依然处在探索阶段，教师也没有深

入地挖掘与思考，幼儿园也没有相关的培训。所以，有不少教师

只是拿着书，让幼儿在课室内跟着读。读完之后跟幼儿们说说是

什么意思，然后就结束了。”

（二）民族文化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合理安排与衔接问题

在进行实地调研过程中，有园长便反映出：“关于传统文化

的教育工作，基本上每一个幼儿园均会去做，也在坚持着做，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依然缺乏系统性，未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同时，大多数的年轻教师都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对于传统文化

的课程建设，缺乏系统的规划，而对于具体的教学环节也是比较

薄弱。她们总喜欢通过各种特定的方法将活动串联起来，使得教

育内容表现比较孤立，而且很锁碎，教学方案也表现出显著的随

意性，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更多注重形式和表面。”

现如今教育部门是十分提倡幼儿园进行教学创新的，也主张

幼儿园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发一些地方本土文化相适应的

课程。然而，大部分的教师均是比较习惯使用现成教材的，也缺

乏独立思考以及判断能够。对于哪些传统文化资料及内容更适合

教学，缺乏深入的挖掘，整合的能力也不足。

（三）教师开展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教学活动陷入“流程式”

困境

对幼儿园开展实地调研中发现幼儿园教师对云南本土文化教

学活动的开发与教学更多是“流程式”教学。深入分析，其主要

是由下面的三个原因所导致的。

第一，在社会快速进行形势下，现时科学技术于很短的一段

时间里面，都会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增强生产力的重要工具。所以，

人们在意识方面更为关注于科学技术的学习，反而，忽略了云南

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第二，因为受到了中西方的快速融合的

影响，国人开始逐渐关于注西方文化，反而将云南传统文化忽略

了。第三，现时我国的幼儿园普遍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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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程度不足的问题。即使开展各种活动，也只是表面的模仿，

未能深入研究里面的内部意义与价值。

三、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教学活动中渗透与传承策略

建议

（一）政府牵头深入挖掘与整理适合幼儿园活动的民族文化

内容

政府可以使用“走下去”与“请出来”双管齐下的方式，针对

目前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遗存作了收录以及整理。随后再建立

幼儿园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机构，或者是与一些研究文化机构合作。

也可以是选派当地文化局、文工团等单位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少数

民族地区进行采风、收集更多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再结合幼

儿的身心发育特点，设计专业的课程，为幼儿园将云南少数民族文

化课程融入到课堂教学中提供专业的教材与引导。另外，政府还可

以推出文化艺术创作“精品工程”。扶持一些云南本地的少数民族

艺术的创作。重点扶持一批可以反映出本地创作水准、有着一定影

响力的文化作品，以更好地弘扬本地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可以通

过聘用的方式，聘请一些云南村寨里面的少数民族优秀艺人，进行

传承与传播，鼓励本地的文艺骨干、组织幼儿艺术教育专家、一线

教师，通过一些激励的措施，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艺术创作

工作中，再将这些创作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推广。

（二）注重课程之间的融合与渗透

作为幼儿园管理者与教师应该要深入挖掘以及整合云南少数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做好传统文化的渗透工作，具体可以从

下面的一些方面开展：

1. 利用游戏内容展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游戏活

动一直以来均是幼儿教育当中的重要手段，也是很有影响力，有效

调查幼儿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活动。在实践当中，幼儿绝大多数的幼

儿教育活动均是通过游戏来完成的。因而，我们可以利用游戏活动

的形式，在游戏内容中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渗透。例如：

开展语言游戏活动《火把节的传说》。在游戏中让幼儿了解彝族火

把节的由来，可以通过语言描述故事中的情节。

开展游戏活动必须要与幼儿的天性发展相适应，深入挖掘游

戏里面的教育价值，可以使幼儿于游戏过程当中，得到更多的知

识以及技能。幼儿游戏种类繁多，教师必须要关注将在游戏过程

中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渗透，将游戏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提升游戏的文化内核，使幼儿可以在游

戏过程中潜移默化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接受云南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给他们的熏陶。例如，在幼儿自由活动游戏中，教

师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制作云南少数民族的物品，开展《彝族

包》《苗族鞋垫》《傣族服饰》制作等的游戏活动。在这个时候，

幼儿就可以在愉快的游戏中感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实现对云南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渗透。

2. 利用传统节日对传统文化进行渗透。传统节日一直是中国

传统文化系统里面的重要内容，其影响力也是十分大的，而且，

也是对幼儿渗透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云南少

数民族有着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不一样的节日有着不同的故事

以及文化色彩，幼儿不但可以设身处地的感受，还可以在沉渗于

浓烈的节日气氛中，培养起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精神，崇尚一

种良好的品质与精神。教师可以深入地对节日的内涵进行挖掘，

并整合地教育工作当中，更好地吸收节目当中的教育资源，丰富

幼儿的教育内容。例如，我们可以在“火把节”的时候开展《火

把节的传说》活动，不但可以了解节日的来源，也可以感受到节

日的传统文化，又可以接受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3.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注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渗透与融

合。日常身边的生活，同样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渗透的良好

契机。在这个方面教师应该要善于观察、思考以及挖掘，将云南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内容与幼儿一天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使幼儿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理解到这些

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日息息相关的，增强幼儿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

文化传承的自觉性。例如：教师可以选择在幼儿开展热身活动的

情况，渗透一些传统民间游戏。如开展《木屐乐》等的舞蹈活动，

学跳有情节的哈尼木屐舞，体验哈尼木屐舞蹈的欢快情绪与民族

特色。也可以开展《涂色白族服饰》的活动，让幼儿对白族文化

有一些的认识，而且提高幼儿涂色能力，感受白族文化，云南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渗透应该是潜移默化地在日常的教育与生活中

体现的，而并非形象主义的大搞装饰工程。

（三）提升幼儿园教师开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教学活动的实

施能力

1. 提高幼儿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幼师必须要理解到教材并

非唯一的课程资源。在进行课程开发的时候，还需要依靠教师的

创新与思考，提高自己的课程开发能力，让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

幼儿园课程更好地融合。要丰富教师课程理论知识。理论是行动

的引导，在课程开发的后面，总会有一些理论观记在一定程度上

面影响到课程开发与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例如，幼儿园一般都会

有着教师轻理论重实践的情况，很多教师在进行课程开发的时候，

表现出对理念知识模糊不清的现象，导致课程目标制定不完善、

融入的内容连贯性以及整合性缺乏等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提

高教师自身的理论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与认识有关的内容，

提升课程开发的水平。

2. 增强幼儿教师的教学能力。很多幼儿教师都觉得，在学习

一些看上去好像是很深奥的理论课程后，没有办法真正的指导生

活。其实，只有认识学习了理论知识，才可以真正地做到理论与

实践结合，对课程有更全面的认识。所以，还需要加强教师教学

能对力方面的培养与提升，提高教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例

如，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课程融合的实践活动中，怎样才可以

在调动幼儿积极性的同时，又真正地实现将传统知识进行渗透呢？

运用怎样的方式才更有效呢？这些都需要有教学理论以及心理学

理论作为支持。所以，可以通过开展专题培训，观摩学习、课题

研讨等方式来实现。

参考文献：

[1] 李文霞 . 中国传统文化的幼儿教育资源开发与应用 [J]. 中

华少年，2018（09）.

[2] 雷茹，周兰芳 .STEM 教育融入幼儿园民族文化主题活动

的探索与实践 -- 以 A 市两所幼儿园开展的民族文化主题活动为

例 [J]. 教育观察，2020（07）.

[3] 李花 . 在幼儿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J]. 艺术教育，

2010（12）：65.

[4] 仇晓红 . 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渗透民间艺术文化的策略 [J].

学前教育研究，2010（1）.

[5] 屈海倩 . 昆明市 G 幼儿园民族文化融入教育活动的个案研

究 [D]. 云南师范大学，2020.

基金项目：2022 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课程思政背景下

学前教育专业一流课程建设研究 - 以《幼儿艺术教育与活动指导》

为例，项目编号：2022J1128

作者简介：倪志凌（1980-），云南昆明人，昆明城市学院，

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艺术教育；钢琴教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