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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教材的策略
买艳霞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摘要：本文分析了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的意义，包括让教师有本可以让教学有的放矢、让教学更有体系。提出开发

融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的原则，有趣味性原则、实用性原则、科学性原则。论述了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的策略，

包括由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写、精选适宜幼儿的内容、建立完善的体系、开发多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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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

确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应“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对启蒙教育阶段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幼儿园教育指导纲

要（试行）》也指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

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

家乡的情感。”广大幼教工作者对推广传统文化在幼儿园中的应用，

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不论是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还是古诗词、

茶艺围棋，传统文化的很多因素被运用到了幼儿园园本课程、一

日活动、区角活动、环境创设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教师在开展各类活动或课程时，没有统一的教材可以参考，这大

大减弱了推进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教育中的效果。

一、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的意义

目前，各地幼儿园在推进传统文化进幼儿园中，都能认识到

它的重要性，也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举措，但是这些举措通常比较

随意，缺乏系统性，教师在推进传统文化进幼儿园教育时，通常

也无本可依，基本是个人随意找一些相关的材料来开展活动，或

者创设环境等。要想更好地开展传统文化进幼儿园教育，势必需

要开发把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园本教材。

（一）让教师有本可以

园本课程是以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为指导，以幼儿园现实的

环境和条件为背景，以幼儿现实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幼儿园教师

为主体构建的课程。在园本课程中融入传统文化，符合政策和现

实的需要。园本教材是实现园本课程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推进

活动的重要依据。开发把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园本教材，

可以让教师在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时有本可以，改善目前随意化、

零星化的现状。教师有了相关的园本教材，就不用再去临时从网

上或者其他地方寻找一些跟传统文化相关的资源，就可以按照教

材提供的内容，从容地设计活动开展教育了。

（二）让教学有的放矢

教学目标的实现，也需要教材的支撑。没有园本教材的园本

课程，教师缺乏必要的教学材料，无法完整地把传统文化中典型

的和关键的知识推介给幼儿，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不能保证

教学效果，对通过园本课程幼儿能否真正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

也无法保证实效。教学必然陷入有什么教什么的随意性，教学目

标的设定也必然陷入局部化、临时化的现状，不利于实现在幼儿

教育中真正推进传进传统文化。

（三）让教学更有体系

把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园本教材，可以让教学更有体

系化。让教学不仅仅停留在感受传统节日、了解二十四节气这些

较为常见的活动，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把传统文化中方方面面适

合幼儿学习的因素，系统地呈现给幼儿，从而让教学活动更有体

系化，也方便幼儿在体系化的学习中全面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激发幼儿爱祖国的情感。

二、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的原则

园本教材是园本课程实施的载体，服务对象是幼儿，开发融

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时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才能更好

地为幼儿提供服务。

（一）趣味性原则

幼儿有自己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他们喜欢新奇有趣的东

西。为他们开发的园本教材，首先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心理性，

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探索欲，激起幼儿的学习兴趣，要设计具

有丰富趣味性的园本教材。把教材是否能吸引幼儿，激发幼儿的

主动性、积极性作为重要条件。

（二）实用性原则

融入传统文化的园本教材的开发，还要注意实用性原则。具

体体现为所选内容具有实用性，方便教师使用，方便幼儿操作。

能有效把传统文化体现出来，让幼儿通过活动或体验切实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不同方面，并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实用性是

推进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的重要手段，缺乏实用性，则会让传统

文化在园本课程开展中成为空中楼阁，影响传播效果。

（三）科学性原则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把传统文化融入到园本教材中，

还需要把握科学性原则。

具体体现为幼儿不同年龄段之间，选取传统文化内容的递进

性处理与主题设计问题的衔接处理，要把握传统文化在园本教材

中满足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以及整体的衔接性和完整性。让

教师可以根据园本教材自主选择合适的内容，科学设计主题活动，

选取多样的实施路径。

三、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的策略

目前，我国由于还未制定统一的幼儿园课程标准，幼儿园教

材的编写主要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及《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

园教材呈现多样化的现状，很多省市都有自己编写的幼儿园教材。

园本课程作为各个幼儿园的自主课程，更是缺乏统一的科学的教

材，融入传统文化的园本教材，更是迫切需要探索的主题。

（一）由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写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是教学目的实现的主要工具。

正如朱家雄所说的，使用经由专家们精心编制、通过教育管理部

门严格把关的并由专业出版机构承担相关社会责任的幼儿园教材，

超越底线的可能性最小。相反，由幼儿园教师自己编制、没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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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教育管理部门审查、没有任何相关社会担当的幼儿园教材，其

超越底线的可能性最大。融入传统文化的园本教材，更是需要高

度重视，要由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和一线幼儿教育工作者

共同完成，才能确保教材的科学性，教学内容的合适性。目前，

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教育的推进中，课程资源和内容都存在随意性、

偶然性的问题。一线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及浅表

性的问题，寻找的传统文化材料有时也是随意的，这就容易在教

学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只有从源头解决这个问题，让更专业的人

士和实践教学工作者共同合作，才能开发出符合要求的园本教材。

（二）精选适宜幼儿的内容

传统文化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幼儿的年龄和心理特征，

并不适合了解和学习所有的传统文化内容。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

幼儿园园本教材，必须考虑幼儿的身心发展和兴趣特点，精选适

合幼儿的内容，剔除那些过于艰深难于理解的不适合幼儿学习的

内容，把传统文化有效融入到园本教材中去。

传统文化中有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学资源，像散文、赋、

小说、戏剧这些问题，由于内容的艰深和篇幅的长度，是不适合

介绍给幼儿学习和了解的。通常采用的是诗与词这两种形式，一

些朗朗上口的诗词如李白的《静夜思》、王维的《鹿柴》《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孟浩然的《春夜喜雨》、白居易的《草》《江

南好》、骆宾王的《咏鹅》等早已广泛运用于幼儿教育，这一点

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在园本教材开发中，还可以继续深挖适合

幼儿诵读的古诗词，把更多优秀的作品介绍给幼儿学习。蒙学读

物也是幼儿学习的重要资源，如《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

字文》等，相对于诗词来说，蒙学读物中涵盖了古代社会的历史、

地理、人文、天文、官职等信息，全部拿来学习的话，幼儿在理

解上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障碍，因而也必须对之进行有选择地学习。

选出那些和幼儿生活贴近的内容，方便幼儿理解和学习。

传统文化中有熠熠生辉的艺术资源，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的

雅好，也是我们的文化瑰宝。琴指古琴，棋指围棋，书指书法，

画指国画。这四种艺术虽不是短期内能有所成就，对它们学习了

解也是陶冶情操，培养审美的好资源。围棋对于小班中班的幼儿

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可以推介更为简单的五子棋，大班幼儿是

可以接触了解围棋入门活动的。书法和绘画资源中，在幼儿园教

育中运用的比较多。在园本教材开发中，可以优选幼儿喜爱的象

形字、水墨画等内容，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传统文化中还有丰富多彩的节日资源，这些节日中往往蕴含

有丰富的民俗文化、礼仪文化等内容，也是幼儿园广为运用的教

育资源。比如最隆重的春节、热闹喜庆的元宵节、怀念先人的清

明节、纪念名人的端午节、象征团圆的中秋节等，这些节日都蕴

含有丰富的幼教资源。它们流传的过程中，往往都有一个适合幼

儿听赏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富有教育意义幼儿从中可

以学到浓厚的民风民俗、积极的人生态度、友善的人际关系，感

受到亲情、友情，从而产生热爱祖国和家乡的情感。开发园本教

材时，把丰富多彩的节日资源运用进去，可以让幼儿在感受传统

节日的同时，学习传统文化，滋养品格。

传统文化中还有丰富的游戏资源，这些游戏不但可以促进幼

儿的智力发展，还能锻炼幼儿的身体，有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

如七巧板就是一种发展动手能力的广受幼儿欢迎的游戏，它不但

能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还可以促进幼儿的认知技巧、视觉记忆、

手眼协调、空间想象、发散思考、联想创新等能力的发展。斗鸡

游戏、滚铁环游戏等，还可以从体质锻炼上促进幼儿身体的发育。

把传统游戏引进园本教材，可以让幼儿在游戏中发展诸多能力，

感受传统游戏的魅力；同时，也可以发挥传统游戏宝贵的教育价值。

（三）建立完善的体系

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园本教材，需要建立完善的体系。目前，

在幼儿园中开展的传统文

化教育很多，形态也多种多样，虽然呈现百花齐放的姿态，

但明显缺乏系统性。因而，园本教材的开发，需要进行科学规划，

结合幼儿发展的五大领域，进行系统性的创建。在语言领域中，

融入经典的适合幼儿学习掌握的文学资源，立体化运用这些文学

资源，通过诗词、蒙学读物等内容精心编排活动设计，通过谈话

活动、讲故事活动、语言表演活动等，系统地锻炼幼儿的语言能力，

促进幼儿语言发展。在健康领域，编入合适的民间游戏，促进幼

儿智力于体力的健康发展。在艺术领域，编入合适的书法美术内容，

融入剪纸、中国结、面塑等手工活动，促进幼儿审美发展。在科

学领域，利用我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来帮助幼儿了解古人对于

季节更替、气象变化、和动植物生长等自然变化的描述。帮助幼

儿通过教材学习了解古人的智慧，加深对二十四节气的体验和感

受。通过了解学习四大发明，促进幼儿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在社

会领域中，优选各种传统文化资源，帮助幼儿了解古代社会的礼

仪、风俗、习惯、制度等。如藏钩游戏就是一项集体游戏，它需

要参与者分工合作配合完成，非常适合用来锻炼幼儿的合作能力。

幼儿老师可以把藏钩游戏进行创造性转化，引导幼儿在藏钩游戏

中体验合作的愉快，激发幼儿进一步合作的内在动机，使合作行

为更加稳定自觉，潜移默化地锻炼幼儿的合作能力。

（四）开发多样的形式

园本教材的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不要局限于单一的文本，

文本是教材的一种常见形式，在文本中可以添加插图，用图文互

补的关系吸引幼儿的学习兴趣，幼儿对图画更敏感，图画也更容

易产生直观效果。方便幼儿的探究和学习好的园本教材，不仅仅

需要优质的文本，还要探索能够激发幼儿操作、探究和学习的丰

富材料，通过这些融入传统文化的材料，幼儿可以更好地体验传

统文化，比如端午节配备香包制作原料材料包，幼儿可以自己动

手体验香包的制作，获得立体丰富的传统文化感受。

开发融入传统文化的幼儿园园本教材，可以把传统文化于幼

儿的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让幼儿在愉快的学习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促进幼儿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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