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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顺德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实践路径
梁乐敏　乔文君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机关幼儿园，广东 佛山 528300）

摘要：顺德有着悠久而优秀的地方文化，这为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学养。以何种方式促使顺德地方文化融入幼

儿园园本课程，发挥文化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潜移默化作用，成为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的重要课题。结合幼儿园保教实践，从幼儿园教

研平台搭建、五大领域融合、教学资源建设、融入环境创设与借助家园共育平台五大方面创设顺德地方文化融入园本课程的实践路径，

以期为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保教活动提供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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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囊括人类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

品，主要包括，常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教学内容”、“教

学进度”“教学科目”“学习结果”“经验改造”等词汇经常被

用来解释课程内涵。从概念外延来看，文化包含课程，文化是课

程的母体，课程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对人类文化有计

划有目的选择的结果，是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但课程并非

是对文化的被动传承，一方面课程在传递文化时往往是选取人类

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文化；另一方面，课程

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样也在创造着文化。因此，文化与课程是

一种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离不开学校（幼儿园）课程，而课程的构建也需要丰富的文化提

供源泉与养分。顺德文化是岭南文化中极具代表性，如水乡画派、

纸通公仔、龙舟说唱、剪纸文化、十番锣鼓、咏春拳、美食文化

等极具地方特色，是岭南文化天空中一颗颗璀璨的星星。那么，

如何传承创新顺德文化显得格外重要。将文化育人落实在幼儿园

中，将顺德地方文化融入园本课程、搭建地方文化园本课程平台、

创建融入路径，是继承与创新顺德地方文化，丰富幼儿园课程的

现实诉求。

一、搭建教研平台：促使顺德文化园本化

文化并不等同于课程，文化转变为课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

不仅要充分考虑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还需要考虑文化本身的因

素以及社会环境对文化转化为课程的制约作用。要判断教育是否

适宜，除了儿童的发展外，还要考虑文化、心理学、社会伦理等

标准。因此，围绕顺德文化，在幼儿园搭建教研平台，加强对顺

德地方文化的研究，筛选适宜幼儿园教育的课程促使顺德地方文

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前提条件。具体而言，一是要营造幼儿

园教研文化的良好氛围，构建地方文化教研共同体，愿意面对新

问题，善于解决新问题。二是设置园级课题，在政策上引导教师

关注地方文化，进行地方文化研究。三是创建教研成果展示平台，

将研究成果汇编成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加强对教研成果的宣传，

帮助幼儿园教职工了解顺德文化，为地方文化融入园本课程打下

基础。

二、融入五大领域：促进顺德文化融入保教活动

儿童生活中的学习即“课程”，课程是儿童在多样化的活动

中获得的经验，它不仅包括在正规教学活动中获得的系统知识，

同时也包括在各种生活活动、游戏活动等一切互动交往活动中获

得的经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出：“要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

合理安排一日生活。”可见，幼儿园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巨

大差别，游戏、生活活动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课

程类型上，幼儿园课程与中小学课程有着显著差别，中小学主要

分科课程为主，而幼儿园课程强调整合性、领域性、主题性。因此，

顺德地方文化在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幼儿

园教育教学活动与课程类型的特殊性。如顺德美食文化、咏春拳

等在融入园本课程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健康领域的发展目标与

教育建议；水乡画派、龙舟说唱、剪纸文化、十番锣鼓等顺德文

化在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艺术领域、语言

领域以及社会领域的发展目标与教育建议，将顺德地方文化与《指

南》五大领域中的要求紧密相连，努力寻找二者间的耦合点，真

正将文化融于课程、融于保教活动。

三、建设教学资源：构建顺德文化教学资源库

教学资源库建设不仅有利于为教学活动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而且有助于提升教学活动的规范性、科学性。因此，在围绕顺德

地方文化进行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应梳理收集、整理与构建体

系化资源库的意识，加强对园本课程的汇编工作，形成纸质版资

源包，与此同时，以信息化为平台，创建顺德文化园本课程开发

电子资源库，积极收集顺德文化的相关影像、图片等资源，丰富

资源库形式。另外，在资源库创建过程中，应注重学前教育专业

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协同合作，一方面充分保障信息采集的科学性、

丰富性，另一方面确保顺德地方文化进入幼儿园中的专业性、教

育性与科学性。

四、融入环境创设：促使顺德文化成为“无声教师”

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是一个社会与互动的概念，决定互动过程

具有人际交往以及社会属性，而且依赖于环境的社会性与物质特

征。幼儿园环境为幼儿学习与发展提供外在可能的物质环境，在

幼儿学习与发展中发挥着“无声教师”的作用。因此，顺德地方

文化在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幼儿园环境文化，

借助环境创设，“悄无声息”的将地方文化融入到幼儿园中。第一，

以幼儿园为整体，全局精心设计顺德地方文化的氛围，借助墙面、

走廊、过道、地面等进行环境创设，从多个角度向幼儿展示顺德

地方优秀文化。第二，在幼儿园布置顺德文化欣赏艺术角，建立

顺德手工活动中心等，集中展示幼儿、家长以及幼儿园教师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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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制作的顺德文化作品，引发幼儿围绕顺德文化开展剪纸、

泥塑、美术等手工艺活动，并将幼儿制作收集的顺德文化作品纳

入到班级环境创设之中，这不仅能够让幼儿深刻感受顺德文化的

美，还能让幼儿在实际操作、体验中感受到顺德文化制作活动所

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第三，针对每个班级，利用主题墙、班级

墙面等宣传地方文化，在班级区角，如工艺美术角、角色扮演区、

音乐角等开展剪纸、武术表演、龙舟说唱、十番锣鼓、地方美

食品尝等活动，为幼儿感受家乡文化提供自主创造的空间，通

过具体的活动让幼儿真实体验顺德地方文化，发挥文化的潜移

默化作用。

五、借助家园共育：营造顺德文化融入幼儿园的良好生态

家庭、学校以及二者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幼儿成长的重要生

态系统 . 家庭是影响幼儿成长的首个微观系统（microsystem），学

校是除家庭外对儿童影响最大的微系统，而由“家校”间相互作

用而构成的中间系统（mesosystem）同样对儿童健康成长产生重要

影响。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也曾说过：“幼稚教育是一

种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

一方面能独立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

效”。因此，地方文化在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过程中，不仅需要

幼儿园的努力，更需要家庭的协作配合。顺德文化丰富、历史悠久，

幼儿园教师尤其是外来教师难以快速准确把握当地文化，而家长

往往是顺德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了解比较深刻，只有

充分调动家长积极性，利用家长教育资源才能顺利地将地方文化

融入园本课程。具体而言，第一，教师、家长与幼儿共同收集具

有顺德地方文化特点的民间工艺品，收集文化作品的过程就是进

行地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也是建立起家园合作的重要阶段；第二，

发觉家长中顺德地方文化艺术传承人或擅长之人，邀请其参与地

方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活动，发挥家长作为教师作用，让家

长参与到顺德地方文化幼儿园宣传活动，通过宣讲活动，带领幼

儿进行手工活动、游戏活动等形式，激发幼儿对地方文化艺术的

兴趣，调动幼儿手工创造活动、体验地方文化的积极性。第三，

引导家长在家庭中对幼儿进行顺德地方文化教育，帮助幼儿建立

起对顺德文化的认同，引发幼儿了解顺德文化的兴趣，从而为顺

德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创造良好的家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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