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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在教育活动中体现传统文化元素的实践策略
惠　春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科技新村幼儿园，山东 东营 2570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与文化领域的发展，传统文化与幼儿园教育的联系愈发紧密，幼儿园作为幼儿教育启蒙阶段，更需要加强传统

文化的理解与创新，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本文分析了传统文化渗透到幼儿教育中的意义，探讨了传统文化渗透于幼儿教育

中的具体策略，以期为幼儿教育工作提供一些有效思路。 

关键词：幼儿教育；传统文化；意义分析；策略研究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增强文

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和民族归属感。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包括传统

节日、传统体育项目、传统乐器、建筑、美食、手工艺等，这些不

但能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还能提高我们的道德情操。因为

幼儿模仿能力比较强，把传统文化融入幼儿五大领域教学中，能够

推动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在幼儿教育工作中融入传统文化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我国的传统文化启蒙不仅限于读古诗、讲经典，还

可以拓展出更丰富的内容。幼儿教师必须明确传统文化的概念和价

值观念，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工作中，挖掘传统文化

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诸如，选取传统体育项目开展户外体育活动，

展现传承千年的民族体育精神，又如，以传统节日为“引子”，引

导幼儿品尝传统美食、烹饪传统美食，再如，引导学生学习节日神

话故事，开设剪纸、面塑、泥塑等课程，让幼儿体验民间传统手工

艺术，促进幼儿手脑发育等等。总之，把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

中，是幼儿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一、优秀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的关系

（一）一致性

针对幼儿的不同发育阶段和不同的目标，幼儿园要开展不同

的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幼儿的认知和经验比较简单，只能根据日

常生活中看到的、感觉到的东西来完成自己的简单行为。所以，

在幼儿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要根据幼儿的年龄、身体发育状况和

心理特征来制订不同的教育活动。

（二）好奇心

幼儿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是推动幼儿成长的重要动力。因此，

在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教师要特别注意幼儿的兴趣，比如在教

育中融入游戏、故事阅读等活动，让幼儿更容易接受传统文化，

从而将其内化成自己的思想，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和道德素养。

（三）接近性

在幼儿时期，孩子们的大脑发育水平还不高，大部分东西都

是靠父母解释、自己模仿去学习。因此，在幼儿教育中，教育内

容要尽可能贴近幼儿的生活，让幼儿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幼儿知识。

二、在幼儿教育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意义

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力度越来越强，幼儿园的传统文

化活动也日益丰富。如果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缺乏理解，

不能从心底认同这种情感，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产生文化自觉，更

无法形成对家乡、对祖国的归属感。提高幼儿的传统文化素养，

要从挖掘和激发幼儿的学习潜力和参与动机入手。同时，在教育

中还应该把传统文化和幼儿的理解力结合起来，让孩子们在真正

的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传统文化对幼儿心理素质的塑造具有积极作用

幼儿时期是个人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人格形成、

行为培养的重要时期。传统文化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在长期

的生活实践和积累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基于孩子的成长需求设计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引导幼儿从自身的角度来了解传统文化，使

他们通过持续参与和成长来满足好奇心，促进身心发展。总之，

幼儿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他们增强心理素质的过程。

（二）传统文化对幼儿的认知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幼儿在传统文化活动中，会自然而然地学会有关传统习俗、

传统文学的知识。传统习俗是以人的外在行为、语言、表情、

服饰来表现的，是一种外在的、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文化和经验。

以中秋为例，教师讲了关于中秋节的神话故事后，孩子们在了

解了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习俗后，积累了知识，并提高了

认知水平。在学习传统文化时，教师可通过讨论、提问、交流

和分享等方法，来提高幼儿的语言技能。另外，由于传统民间

节日具有周期性，其时间固定、周期较长，也有利于幼儿认识

时间、季节。

（三）幼儿园传统文化对幼儿社会行为的影响

传统文化并非个体行为，而是属于全社会、属于所有人的，

因此，传统文化活动可以增进幼儿对社会、集体的认识。幼儿园

开展传统文化活动时，幼儿可以从中体验到节日的一些常规礼仪

和文化禁忌等，还可以从中学习相关的社会秩序。此外，幼儿参

与传统民俗节日教育活动，还有利于团结合作精神的培养。幼儿

通过积极地参与这些形式多样的民俗节日活动，能够与同龄人进

行友好的交流、协作、团结、相互帮助，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交

往能力。

三、幼儿园在教育活动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的策略

（一）突出传统节庆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

幼儿们都很喜欢过节，但是随着文化的交融和传播，国外的

节日传到中国，幼儿们也开始过洋节日。这也导致不少幼儿对传

统节日的认识不足。为此，幼儿园可从传统节日活动入手，结合

幼儿喜爱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开展教育活动，介绍传统节日

的美食、风俗，例如，端午节组织孩子们包粽子、观看龙舟比赛

视频、讲述屈原的故事，让幼儿体验这些传统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

比如，幼儿教师可以组织幼儿们包粽子，准备糯米、蜜枣、葡萄

干和芦苇叶等材料，教幼儿包粽子，让他们感受端午节的乐趣。

在包粽子活动中，幼儿们在教师的引导下洗洗手，将糯米泡在清

水中泡 4-5 个小时，再将蜜枣和葡萄干洗净。这个操作动手活动

让幼儿充分探索，开发他们的手指操作能力、形象思维，因此非

常受幼儿的喜爱。孩子们通过包粽子活动了解了端午节的习俗，

了解这一节日是为了纪念爱国政治家、文学家屈原，人们在端午

节会包粽子、赛龙舟表达人们对他的尊敬和怀念，实现了传统文

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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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非物质文化课程——培养幼儿智力

幼儿园可以根据本地的文化特色，积极开设非遗文化园本课

程，让幼儿体验“指尖上的艺术”，锻炼幼儿双手，让他们感受

劳动人民的智慧。比如，设计“剪纸”体验课程，彩纸、塑料剪

刀和刀具等开展教学。教师可以先向孩子们展示生活中常见的窗

花剪纸，例如，春节时期家家户户都贴福字、招财进宝等图案，

让幼儿体会这些红色剪纸图案蕴含的美好祝福，教师可以先讲解

简单的福字和小红花图案，让幼儿了解剪纸独特的对称美，先带

领幼儿把红纸对折，再用笔在红纸背面画出一半图案，再用剪刀

沿着线条剪下，就可以剪出美丽的福字和小红花。之后教师可以

引导幼儿充分发挥想象力，剪一些更具有特色的图案。又如，在“泥

塑”校本体验课程中，给幼儿准备一些黏土和颜料，带领幼儿学

习泥塑艺术，首先向他们展示非遗传承人用面粉捏制的小动物、

卡通人物、汽车和牡丹等图案，之后教幼儿一些泥塑的基本手法，

诸如揉、搓、捏、压和剪等，开发幼儿的手指灵活性，鼓励幼儿

发挥奇思妙想，自主设计图案，体验泥塑的乐趣，激发他们对传

统艺术的热爱。这些传统艺术体验课程通过传统手工工艺开发幼

儿的手指的操作能力，同时让他们了解我国丰富灿烂的传统手工

艺术，渗透传统文化，在幼儿心里植入一颗文化自信的种子。

（三）弘扬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民族体育精神

幼儿园可以开展民间体育活动，把武术、抖空竹作为户外运

动教学的亮点，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学习这些传

统体育活动中体现的坚持不懈、永不言弃、团结一心的体育精神，

让孩子们爱上运动。教师可以教幼儿一些简单的太极拳套路，带

领孩子们学习刚柔并济的太极拳，让孩子们跟着舒缓的音乐运动，

使他们感受中国武术的精髓及其中蕴含的哲理。与此同时，教师

还可以向他们讲解武术惩恶扬善、保家卫国的意义，让幼儿养成

助人为乐、爱国精神、善良正直等美德。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邀

请民间武术大师、传统体育文化艺人来校举行表演，为孩子们展

示更鲜活的传统体育文化，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传统的健身方式。

比如，传统的抖空竹活动，用一根细细的线让空竹舞动起来，孩

子们观看空竹舞动起来，聆听空竹舞动发出的美妙声音，也有助

于培养他们的审美意识，让他们对肢体的运动有更深的思考，让

孩子们继续传承这些传统的民间体育项目。同时，把传统体育项

目作为户外运动教学的亮点，有助于挖掘幼儿的运动潜力，提升

幼儿体育教学质量，

（四）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故事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内涵和历史底蕴，我们有责

任和义务将其传承下去，让它与时代特质相融合，使传统文化经

久不衰，代代相传。教育家陈鹤琴曾指出，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使

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也是幼儿园的办园目标与意义。

在传统故事、传统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幼儿逐渐会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

比如，在孔融让梨这个故事中，幼儿学会了相互的谦让；在

杨门立雪这个故事中，幼儿学会了尊敬师长的道理。给孩子们讲

述优秀的传统故事，让孩子们感受丰富多彩、内涵丰富、内涵深

刻的传统文化，可以让他们时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增强他们的

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同时也能帮助他们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忠义、

诚信、忍让、孝敬、礼仪等等品德，从而真正地提升幼儿教育质量，

促进幼儿教育改革。通过一系列的传统文化教学，可以让孩子们

体会到不同的文化元素，把自己的文化基因传承到每个孩子的身

上，让他们成为学习、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人，变得聪明、有担当、

有责任、懂礼仪，为未来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同时，蒙学经典、诗词、游戏、风俗等等也是很好的传统文

化教育素材。在传统文化中，《三字经》《百家姓》等都是比较

有名的启蒙教育读本，它们强调了礼节、行为准则，很适合应用

到早期教育中。在民间习俗方面，很多传统节日习俗都体现出乡土、

乡风、乡情。与幼儿一起过传统节日，一方面让幼儿了解中华民

族的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幼儿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他

们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另外，蒙学阅读主要采取了对子、押韵

等多种形式，其朗朗上口的语言特征也恰到好处地顺应儿童的语

言思维，有助于幼儿记忆和联想，为早期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五）在幼儿园教学中融入礼仪教育

幼儿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阶段，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

要对幼儿进行正确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中华传统的礼仪文化，使

他们学会与别人相处，养成良好的待人接物习惯。比如：在平时

的教学中，教师要让孩子们学会问候、居住、公共场所、用餐、

待客、仪态、打电话等礼仪，让他们学会做人、学会生活。

比如，教师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为幼儿们解释一些有关礼

仪的知识。教师可以向幼儿讲述一个故事，有一只小熊，在他上

学的时候，看到街坊邻居的奶奶，或者是街上的清洁工，都会热

情地打声“早上好”。教师引导幼儿，告诉他们小熊是我们的榜

样，引导他们要像小熊一样，要有礼貌，懂礼节。在这个故事里，

小朋友们得到了启发，获得了成长，学会了主动去和别人打招呼，

成为一个有礼貌、懂礼貌的好孩子。为了让孩子们养成一种见到

人就打招呼的好习惯，每天上学的时候，教师可以给他们布置礼

仪小任务，比如和老师、朋友、爷爷、奶奶、父母打个招呼，然

后在班级里主动询问幼儿有没有和长辈和老师打招呼，让他们养

成一个好的习惯。在食堂用餐时，教师可以教幼儿吃东西时不要

说话、不要吧唧嘴巴；在角色扮演区，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做一个“我

是小客人”的情景剧演出活动，由一些小朋友扮演客人，有些小

朋友扮演主人，上演一场做客和待客之间的情景剧。教师要强化

对幼儿的指导，让他们了解有关待人接物的礼节，用传统文化中

的礼仪规范幼儿的言行。

四、结语

幼儿园要在一日活动、五大领域中渗透传统文化，用中国传

统体育、民间手工技艺展现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以艺品及传统

节庆为主要教学内容，带领幼儿学习烹饪传统节日美食、制作民

间手工艺品，为幼儿讲解抖空竹、太极运动技巧，让孩子们认识

到传统文化的多元化，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植入把种子撒在幼儿的

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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