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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节日文化为载体，创新幼儿情感教育新模式
朱亦男 

（江苏南通通州区兴仁镇四安幼儿园，江苏 南通 226300）

摘要：情感教育是教育领域的新课题，也是近几年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幼儿情感教育作为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幼儿的

健康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把视角聚焦在传统节日文化与幼儿情感教育，探讨以传统节日文化为载体，探索幼儿情感教育新模式，

以更好地应对多元文化冲击下，幼儿情感教育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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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中国传统节日受到外国节日的冲击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不断

向前的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一生的。然而随着世界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开放化的格局极大的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

交流碰撞，也使得一些外国节日文化不断侵入我国文化体系。

例如，每年一到西方的圣诞节，各大商场就能感受到浓浓的

节日气息，诺大的圣诞树陈列在大厅内，服务人员人人头戴圣诞帽，

打着双“旦”同庆的名号进行优惠促销，而像端午节、清明节这

样的传统节日却无人问津。

（二）幼儿缺少对情感的表达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家长

忙于日常工作，缺乏与幼儿的互动沟通，大多数幼儿在家中都过

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毫不费力地接受着来自长辈的疼爱，这种单

方向的情感输入导致很多幼儿得到的关爱处于饱和状态但却缺乏

对爱的情感的输出表达。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包含民族、国家、家庭、风俗

等多种方面，通过向幼儿传达传统节日中所蕴含的文化，让幼儿

从小就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够帮助幼儿在了解传统文化

的同时，激发他们产生爱的情感，培养幼儿的爱国之情，爱家之情，

获得健康完整的情感表达能力。

（三）幼儿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缺失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逐渐在世界各地大放异彩，“中国年”“粽子节”等代表中国的

元素在国外成为新的流行。

然而，在国内，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知识的了解却十分有限。

很多幼儿家长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本

身可能就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这导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传统

文化教育不够重视。

一些家长和幼儿园为了追求时髦，会选择带着幼儿庆祝圣诞

节、母亲节，一起装扮圣诞树、制作母亲节卡片，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可以培养幼儿的动手参与能力、学会感恩，但是由于缺乏对幼儿

文化方面方面的教育，也造成了幼儿从小就分不清究竟哪些是中

国节日，哪些是西方节日，甚至会觉得圣诞节、万圣节更有意思

而更乐意去过。

二、传统节日文化对幼儿情感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为幼儿情感教育提供丰富素材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化没有

中断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中华民族形成了优秀的文化

体系，民族文化成为了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传统节日文化中有

很多充满人生哲理的思考，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历史故事，具有深

刻的思想内涵，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帮助。

幼儿情感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身心健全的人，培养具

有良好情感素质的人，所以，在幼儿教育中，作为教师应该要意

识到，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果能够有效融入到幼儿情感教育中，将会为做好幼儿的情感教育

提供大量的教学素材，大大丰富幼儿情感教育的内容。 

（二）增强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代相传的，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中的

许多优秀文化曾经世界闻名，具有很深的中国烙印。

节日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

中饱含着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道德情感，它的形成是一个民族和

国家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

利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加强对幼儿的情感教育，让幼儿通过

了解每一个传统节日的由来、习俗和意义，亲自体验传统节日氛围，

可以增加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了解，不断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因此，以中国传统节日文

化为载体，创新幼儿情感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三、以传统节日文化为载体创新幼儿情感教育的方式

（一）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幼儿阶段活泼好动，对世界充满好奇，如果能在传统节日的

时候，对幼儿园的环境进行装扮，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可以

成功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更好地接受情感教育。

例如，临近春节的时候，教师可以在幼儿园教室的窗户上贴

上喜庆的窗花，在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当幼儿来到幼儿园发现

教室环境的变化后，会兴致勃勃的追问老师窗户上贴的是什么，

门上写的是什么字，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顺势引出中国的传统

节日春节。

在这种喜庆的节日氛围中，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通

过播放幼儿喜爱的动画片，让幼儿们了解春节的由来，通过讲述

“十二生肖”的故事，告诉幼儿他们的生肖属相，激发他们的兴趣。

为了使幼儿更深入的了解节日文化，教师也可以通过展示图

片，向幼儿介绍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儿童，庆祝春节的不

同方式，向幼儿传递出“团圆”是所有中华儿女过春节的主题。

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拉近幼儿与教师的关系，孩子们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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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会被老师的生动讲解所吸引，对春节的由来充满想象，脑海

中会初步建立起对“团圆”的意义，进而从心底里产生对春节的

喜爱之情，也会更加盼望着春节的来临。

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也可以采取讲解、朗诵等富有表现力

和感染力的方式，向幼儿介绍传统节日文化，从而更好地让他们

产生情感的共鸣。

（二）加强家园共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良好的

家园共育方式，能较为全面地了解幼儿成长的全过程，有利于幼

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做好幼儿的情感教育，除了幼儿教师的努力外，也一样需要

幼儿家长的积极参与，如果只是依靠幼儿教师，可能达不到很好

的效果。因此，幼儿园应该通过多种形式，邀请幼儿的家长参与

到对幼儿的情感教育中来，帮助幼儿建立健康积极的情感态度。

同时，也能够增强家长们的参与感，承担起作为家长应该承

担的责任，让幼儿随时保持被关注的状态。在家长的陪伴下，幼

儿在学习和生活上会更有动力，他们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接纳和

传承传统文化，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例如，在临近中秋佳节的时候，幼儿园可以组织开展“迎中

秋·话团圆”活动，邀请幼儿家长参加。

活动中，教师通过介绍中秋节的起源、宣讲中秋节传统文化、

吟诵中秋诗词歌赋等形式，让幼儿感悟中秋节传递出的团圆、和

谐的寓意。

教师也可以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合作，制作中秋传统食物——

月饼，在手工制作中加强亲子合作，还可以举办中秋诗词大赛，

看谁背的诗词最多，或者让幼儿和家长合作表演一段诗歌朗诵。

通过设置各种亲子活动，一方面可以让幼儿在玩乐中感悟到中

秋节带来的欢乐、团圆的节日气氛，增强幼儿对传统节日的认知，

另一方面，家长的参与更是有效促进了家园共育，不仅增强了传统

节日对幼儿的吸引力，增强情感教育效果，还促进了教师与幼儿家

长之间的沟通，也让家长和幼儿之间有了一次更为深刻的情感交流。

（三）注重融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丰富，庆祝和纪念活动也是精彩纷呈，

幼儿教师可以尝试将传统节日文化融入到幼儿教学的各个过程中，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幼儿喜爱度高的课程，以确保对幼儿的情感

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听故事是幼儿非常喜欢的一种学习方式，教师在中国传统节

日到来的时候，可以深入浅出的以讲故事的方式，向幼儿介绍传

统节日的由来、意义，然后让幼儿表达自己的听后感。

比如，端午节，教师可以向幼儿讲述屈原以身殉国的故事，

教育幼儿要像屈原一样热爱祖国。清明节的时候，教师可以向幼

儿介绍很多革命烈士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而壮烈牺牲，因此每年

的清明节，人们都会通过扫墓等形式怀念和感谢他们，从而在幼

儿的心中埋下感恩的种子。

美术课也是幼儿非常喜欢的课程，教师也可以将传统节日与

美术课结合起来，让幼儿通过美术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

在春节，教师可以教幼儿们进行窗花制作，让幼儿亲自动手剪窗花，

最后把孩子们的创作成果贴在幼儿园的窗户上。

在端午节，可以组织幼儿“画彩蛋”，把大家画的彩蛋放到

一起举办一个小型的展览，让幼儿在了解传统节日习俗的同时，

增强动手能力，获得成就感。

此外，教师也可以把课堂搬到户外，在清明节，可以联系社

区工作人员，带领幼儿参加社区义务植树活动，让幼儿能够初步

涉足社会生活，在力所能及的劳动中提高团队合作能力，体会劳

动的快乐，并形成爱护环境的意识。

（四）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开展情感教育

幼儿园的孩子年龄小，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会受到一定的限

制，这就要求教师在教育幼儿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采取幼儿

能够快速理解的方式进行情感教育。

幼儿园开展课程活动的重要目的是让幼儿对社会和自然有初

步认知，因此，教师在利用传统节日文化加强对幼儿的情感教育时，

所选择的内容应该建立在幼儿已经掌握的知识之上，也要尊重幼

儿之间的个体差异。

教师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

以确保每个年龄段的幼儿都能获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所收获。

以二月二“龙抬头”为例，针对年龄稍大一点的大班的幼儿，

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比较强，所以可以让他们自己

讲述“龙抬头”这一传统节日的由来，能知道“龙抬头”的习俗

和意义。

比如，龙抬头这一天，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理发，也叫“剃

龙头”，教师可以借此告诉幼儿，父母在这一天带孩子去理发，

是为了借龙抬头的吉时，祈盼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长大后也能

出人头地，从而让幼儿感受到父母对孩子的美好祝福和期望。

小班的幼儿理解能力比较弱，对视觉冲击力强的东西和神话

故事更感兴趣，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通过播放神话故事，

以动画片的形式向幼儿讲述龙抬头的由来，让幼儿对中华文化产

生好奇心。

四、结语

总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作为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几千年来中华儿女最自然、最朴素的

情感，具有宝贵的教育价值。幼儿教育作为一个启蒙时期，是进

行情感教育的黄金时期，教师应该不断结合时代的发展，深入挖

掘我国传统节日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发挥传统节日文化对加强幼

儿情感教育的重要作用，不断创新幼儿情感教育新模式，加强对

幼儿的情感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使幼儿真切感受到传

统节日的魅力，给幼儿带去更为丰富的情感体验，为其今后的健康、

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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