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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本土文化在区域活动中绽放异彩
王　萍

（扬州市高邮高新区实验幼儿园，江苏 扬州 225600）

摘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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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土的扬州有着两千五百多年浓厚的文化底蕴，我们立足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将本地的优秀传统及特色

文化资源作为一部真实、形象的百科全书课程纳入我们的特色区域之中，让幼儿在“看扬州”“品扬州”“演扬州”，感受其悠久的历史，

从而产生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

一、了解本土文化，形成特色区域活动。

扬州，是中国著名的古城，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

蕴含着无穷的文化教育资源，素有“苏北门户”之美誉。有古圣

先贤们创造的文化遗迹，如唐城遗址、东关古渡等。我们经过研

究分析，把它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艺术方面有：木偶戏；

扬州清曲；扬州评话；（2）名人方面：僧人鉴真、扬州八怪、作

家汪曾祺等；（3）特产方面有扬州三把刀、富春包子、扬州剪纸等。

鉴于上述的认识，根据本园实际情况，在遵循让孩子们亲历

探究过程的精神而确定教育目标后，我园寻找教育时机，分别在大、

中、小班年段开展适宜性的教育活动。让幼儿体验到本土文化的

深刻内涵和价值，感受到家乡文化的悠久历史，使幼儿对家乡文化、

本民族文化乃至祖国文化产生自豪感，从而进一步培养幼儿爱祖

国、爱家乡的情感。

二、探索本土文化，建构区域活动课程

我园以“扬州情”为主线，根据小、中、大班幼儿兴趣、能

力和水平，建立主题网络，串联扬州的名人轶事、家乡特产以及

传统艺术，生成了“看扬州”——“品扬州”——“演扬州”一

系列主题区域活动。

小班：结合“看扬州”的主题，以了解扬州的风土人情和名

人文化为主，编排了以下区域活动：

（1）欢乐魔方（2）家乡的风景（3）名人博物馆（4）家乡

工艺

    

图为（名人博物馆）           图为（扬州工艺）

中班：结合“品扬州”的主题，以扬州的丰富特产和手工艺

术为主，编排了以下区域活动：

（1）富春包子（2）扬州唐泥人（3）扬州剪纸

 

图为（扬州剪纸）                  图为（扬州唐泥人）

大班：结合“演扬州”的主题，以扬州的传统文化和艺术特

色为主，编排了以下区域活动：

（1）扬剧场（2）清曲楼（3）扬州评话（4）木偶剧团

    

      图为（扬剧场）                 图为（扬州评话）

三、融入本土文化，营造特色本土氛围。

最有特色的环境，应该是最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在主题的

开展中，我们试着引导幼儿结合本土文化，结合本地地域特点，

根据孩子强弱特点，引导幼儿主动创设环境。特别在小班“家乡

的风景”的区域活动中体现浓郁，我们和孩子共同商量确定了走

廊墙饰“美丽的扬州”。孩子们在这一创设活动中，学会了分工

合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创造性思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

让我们教育者真正体验到了“环境是主要的教育资源，通过环境

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发展”的内涵。

四、丰富主题教育内涵。

在充分理解本土文化内容的基础上，更要发挥其不可多得的

教育功能，利用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多种载体，开展探索与实践，

逐步形成特色，渐次丰富主题的教育内涵，扩大本土文化教育的

效应，有益于本土文化教育拓展的深化。

（一）开发家庭社区资源，共同建构课程内容

父母与子女密切关系和积极的家庭教养对儿童的学业进步、

个性发展及自我概念的建立等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家庭教育是

幼儿园教育无可替代的。因此，我们应发挥家庭教育的优势，加

强家园互动。同时我们采用请进来的方式，邀请一些有民间手工

艺特长的家长走进幼儿园为孩子们展示自己的手艺。

（二）利用校园网络资源，丰富主题活动内涵

网络的魅力是无穷的。随着高科技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以多

媒体和互联网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

的生存方式和学习方式。我们紧跟时代的步伐，通过局域网实现

了网络资源共享，并积极运用于教学实践中。

五、结语

扬州文化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根基，它具有历史性、传统性、

继承性以及地域性，而其中的精华又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大

流，我们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园本课程中进行开发和挖掘，使我们

的孩子进一步了解家乡的人文资源和本土文化，让家乡的本土文

化走进他们年幼的心，使他们以后更有责任地保护它，主动地宣

传它！让孩子们从小就埋下爱家乡的种子，让家乡的本土文化走

进他们的心中，这将会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使他们终身

受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