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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幼儿道德情感的影响
蔡云霞

（江苏南通通州区兴仁镇四安幼儿园，江苏 南通 226300）

摘要：对于幼儿道德情感教育的研究，一直都是一个热点问题。幼儿时期是接受道德情感教育的黄金时期，如果在对幼儿进行道德

情感教育时，能创新性的引入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可以让幼儿在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产生积极健康的道德情感，进而促进

幼儿的全面健康发展。本文将在分析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所蕴涵的道德情感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幼儿道德情感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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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缺失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中西方文化在世

界开放的大格局下不断交流碰撞，使得很多西方节日在不知不觉

中渗透到了国内，并且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比如，每年圣诞节和元旦，各大商场都会策划开展迎双“旦”

活动，商场随处可见装饰华美的圣诞树和慈祥可爱的圣诞老人形

象，吸引了很多大人和小孩的眼球。西方节日的引入，在带给公

众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给商人带来巨大商机的同时，也使得中国

的传统节日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据有关调查显示，在我国，绝大多数中学生表示没听说过龙

抬头、上巳节、寒食节等传统节日，很多中学生分不清哪些节日

是中国传统节日，反而认为情人节、愚人节也是中国传统节日。

中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尚且如此，那么幼儿对中国传统节

日文化的了解程度可想而知。

（二）传统节日文化是幼儿道德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

道德情感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简而言之，是人的一种心

理现象，是在人们已经具有的道德意识和经验的基础上，从自己

的 人生观和道德观念出发，对他人或者集体的道德行为、道德关系、

道德现象所作出的情感反应。一个人的道德情感与这个人的行为

意志和道德习惯息息相关。

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幼儿也具有丰富的道德情感，例如自

信心、责任心、集体荣誉感等，他们的道德情感会在 2 岁之后开

始慢慢建立，因此，幼儿时期是对幼儿进行道德情感教育的关键

时期。我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蕴涵这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道德风尚，是幼

儿道德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的道德情感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传统节

日文化就是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诞生、成长、成熟的，可以说，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由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中激发的民族精神

和民族情感凝聚而成的，其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厚的道德情感。

（一）中国传统节日饱含着深厚的国家情怀和民族情怀

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朝代怎么更换，国家情怀和民族情怀始

终是中华儿女永恒不变的基因，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强大的“奠

基石，鼓舞着中华儿女在神州大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而

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国家情怀和民族大义随处可见。

例如，传统节日端午节的节日文化中就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

义情感。人们提到端午就不得不说起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

人屈原。

相传，战国时期，秦国攻占了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不忍目睹

国破家亡，在农历五月五日跳入汨罗江。当地百姓听到这个噩耗后，

立刻划船搜救，但始终没有发现屈原。百姓们担心汨罗江里的鱼

类会以屈原的身体为食，就把米团投到江水里。

后来为了纪念屈原，人们把每年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而在

这一天，划龙舟、吃粽子也成了习俗，形成了爱国主义色彩浓厚

的节日文化。

（二）中国传统节日推崇孝道与亲情

中国传统节日本质上是一种每年一度的仪式，后来随着历史

的发展，人们将美好的情感寄托在传统节日上，这才赋予了传统

节日特殊的情感价值。每到传统节日，一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团圆，

感受浓浓的亲情，使得这个“仪式”因为有了孝道和亲情的加持，

而更有意义，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格外推崇“孝道”与“亲

情”。

例如，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即使路途再遥远，人们也要不辞

辛苦回乡扫墓，全国各地也会开展各种祭祀活动，在古代，祭祀

行为包含着“所以追养继孝”的意义，所以，清明扫墓就是一种

对已故先人“尽孝”的行为，是孝道的体现。重阳节又叫老人节，

是每年的九月初九，数字九与长久的“久”同音，所以九九老人

节包含着长寿的寓意，体现了子女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这也体现着“孝道”文化。

另外，还有春节、除夕、中秋节、元宵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都表达了人们对一家团圆的美好祈盼，蕴含着浓浓的亲情，体现

了孝道的传承。

（三）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和谐”理念

“天下之大，以和为贵”，“和”是中国文化中不容忽视的

一个字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处不乏和谐理念的身影，在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中更是如此。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精

神实质，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两个方

面。

1. 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中国传统节日的名字就可以发现，很多传统节日都是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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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这些节日和农民的农耕活动密切相关。

例如清明节本身就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时节，气温升高，

雨量增多，是春种的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植树造林，

莫过清明”的农谚。古人在总结生产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将特定时

日与每年轮回的农耕劳动对应起来，这就是节日的最初来源。

除了清明节，还有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

日都是这样产生的。不管后来人们赋予了节日怎样不同的人文情

怀，从节日最初的产生来看，都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们通

过传统节日文化，热情地表达着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古人与

自然的这种和谐共处之道，无疑是现代人需要深刻反思的。

2. 人与人的和谐

传统节日推崇孝道和亲情，具有浓浓的人情味，也成为了几

千年来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情感纽带。在中国传统节日的习俗里，

不管是纪念活动还是庆祝活动，大都是群体性的，比如清明节要

举行祭祀活动，春节和中秋节讲究一家团圆，端午节要举办赛龙

舟活动，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合作等等，这些节日文化，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也营造了祥和的节日氛围。

三、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幼儿道德情感的具体影响

（一）为幼儿道德情感教育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饱含着深厚的国家情怀和民族情怀，处

处体现着孝道与亲情，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之间美

美与共等丰富的道德情感，这为幼儿教师开展幼儿道德情感教育

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

比如，在对幼儿进行感恩教育的时候，可以以清明节为载体

进行。教师通过向幼儿讲述无数革命烈士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为

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

让幼儿领悟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同时结合清明节扫墓的习俗，告诉幼儿，人们为了感谢和怀

念革命烈士，每年会在清明节这一天，到烈士陵园扫墓。让幼儿

在了解清明节文化的同时，收获感恩教育。

（二）有助于更好地解析和掌握幼儿的行为和心理

幼儿阶段的儿童活泼好动，喜欢热闹，喜欢过节，在他们的

潜意识里过节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内心会非常愿意去了解中

国传统节日。在节日欢乐的氛围中，教师与幼儿的关系更加亲密

无间，更有利于教师洞悉幼儿的心理活动。

因此，在利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幼儿进行情感道德教育的

时候，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密切观察幼儿在课堂上的种

种行为和语言，分析和研究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幼儿道德情感带

来的变化，以此去了解和分析幼儿的心理特点。

还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教师讲述同一个传统节

日文化时的反应，来解析年龄段差异所带来的教学效果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进行道德

情感教育，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更好的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

道德品质，促进教师的教学工作的开展。

（三）有助于拓展幼儿道德情感教育方式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所蕴含的道德情感，从本质上体现了人们

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与渴望。作为幼儿园教师，首先自己要熟

知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深刻理解和把握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的丰

富情感，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找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幼儿

道德情感教育的结合点，尝试以幼儿更喜欢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对

幼儿进行道德情感教育。

例如，在端午节，可以采取家园共育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教师可以邀请幼儿家长与孩子一起学习包粽子或者画彩蛋，在活

动过程中向幼儿介绍端午节的传说，讲述屈原以身殉国的感人故

事，让幼儿初步形成爱国的情感认识。

在家长的关注和陪伴下，幼儿的参与热情更加高涨，对端午

节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刻，同时也为家长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亲子活

动机会。

在清明节的时候，教师可以将道德情感教育与社会劳动相结

合，组织幼儿参与幼儿园的绿化活动，让幼儿在劳动中了解清明

节文化。

介绍元宵节时，教师可以组织一次手工课，让幼儿亲手制作

简易花灯祈愿，了解人们对于团圆的祈盼。

总之，教师可以根据中国传统节日的特点和习俗，不断创新

幼儿道德情感教育的方式方法，促进幼儿的健康全面发展。

（四）有助于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对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

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对于提升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

感有着重要意义。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融入到幼儿道德情感教育

中，让幼儿了解、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理解其中蕴含的丰富的

道德情感，有助于提高幼儿的道德素养，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民族自豪感，从而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

扬者。

四、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情感，是

幼儿道德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节日倍受外国节日打

击的背景下，教师应该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探索幼儿道德情

感教育新模式，加强幼儿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认同感，在促进

幼儿道德情感健康发展的同时，让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得以继承和

发扬。

参考文献：

[1] 肖琴 . 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J]. 船山学刊，

2009（001）：107-110.

[2] 崔清霞 . 让传统留下印记 -- 浅谈中华传统节日课程在九

年一贯制学校的构建策略 [J]. 教育界，2020（3）：81-82.

[3] 王海秋 . 浅析幼儿园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策略 [J]. 吉林教

育，2019（30）.

[4] 高金蕊 . 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时代价值研究 [D]. 河南工业

大学，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