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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渗透幼儿教育的策略研究
穆雪媛

（甘肃省妇联保育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幼儿教育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育方式，以此更好地吸引幼儿学习知识、

习得能力的兴趣，增强他们对所学知识、技能的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传统文化作为当前重要的教学辅助元素，能够极大丰富幼儿

教育的内容，拓宽幼儿教育路径，对提升教学效果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将针对传统文化渗透幼儿教育的路径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

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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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集诸子百家

思想之大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

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审美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

理道德处在核心位置，若能将其融入幼儿教育改革中，能够大幅

提升幼儿对社会、自然、人生的进一步探索与追求，对其形成自

强不息、锐意进取的良好态度有极大助力作用。作为素质教育的

重要构成部分，幼儿教学工作向来是将人文素养发展、审美能力

提升作为主要教学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幼儿的综合素养和道德品

质，能够使其获得更完善发展，提升育儿实际效果。

一、传统文化渗透幼儿教育的意义

（一）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是连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血脉和精神的重要载体，也

是每个国民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家园，文化自信就是国家、民族

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认可，并以此为基准，展开的文化

践行活动。同时，文化自信能够为人民进步与发展提供更为持久

的动力，也是助力人民发展的重要能量来源。幼儿教育通常是对

一些简单知识、技能所展开的育人活动，其中渗透的文化内容较

为有限。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能够实现对幼儿教育

内容的进一步拓展，从而将更多优质理念、智慧传递给幼儿，从

而实现以丰富知识化人、以文化品质导人的幼儿教育目标，从幼

儿的内心深处唤醒他们的人文素养与情感，帮助其形成良好、完

善的人格，这对其未来更全面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通过将中华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能够帮助幼儿更为正确、客观地审视

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使其能够初步感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而使其逐渐形成较强的文化自信心、民族自豪感，这对提升幼

儿的文化认同能力、归属情感有重要作用，也是他们树立正确人

生观、价值观的重要路径。

（二）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

幼儿教育阶段的知识的形式较为多样，内容也非常丰富。

因此，在开展幼儿教育时，我们要重视对多元幼儿教育形式的

引入，以此更好地激发幼儿兴趣，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对于

传统文化来说，其中蕴含了非常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能够

为幼儿教育活动提供更多趣味元素。我们若是能将其合理应用

到幼儿教育活动中，除了能够让幼儿积累更为丰富的知识、技

能储备，还可促使其文化素养、文化自信水平大幅提升。不仅

如此，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的形式多样，它与各地风俗人情、

人文历史的联系极为密切，通过在幼儿教育活动中融入传统文

化，能够让幼儿更好地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其体会到

更为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因此，将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

能够为幼儿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智慧启迪，在提升育人有效性的

同时，让幼儿对传统文化知识学习产生更大的兴趣，促使其形

成乐学、好学的优良习惯。

（三）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

在幼儿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素质教育逐渐成为幼儿

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为此，我们在实施教学时，除了要做好各

类基本知识、能力的传授，还要重视对幼儿思维素养、语言能力

等层面的培养，以此突出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工作中的优势，为

幼儿后续成长、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引入传统文化，能够为

幼儿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学习参照，助力其文化素养得到更为

有序、高效发展。此外，在引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幼儿可以在

学习过程中获得更为个性化发展，促使其更为深入地感受游戏活

动中的文化内涵，激发其与各类文化活动内容的情感共鸣，促使

其综合素养获得更全面发展。

（四）有利于弘扬优秀文化

传统文化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瑰宝，其承载着十分厚重

的历史情感，寄托了无数人的文化智慧，更是我国开展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守护、发扬。通过将传

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能够有效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含有非常多优质精神文化，将其引入幼儿

教育活动中，能够让幼儿的民族意识、文化自信、家国情怀得到

更充分发展，从而促使其在无形中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

文化观、人生观，为其之后的成长、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二、传统文化渗透幼儿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育人形式单一

现阶段，很多教师在开展幼儿教育时，所采用的教学形式较

为单一，难以充分吸引幼儿参与到活动中来，这样除了会影响实

际育人效果，还会对幼儿的学习兴趣生成产生极大阻碍作用。另外，

单一的育人形式难以结合不同幼儿的特点展开针对性教育工作，

这样就难以将因材施教落实到实际育人活动中，从而阻碍了幼儿

的个性化成长，对其未来进一步发展极为不利。

（二）重视程度不足

现阶段，幼儿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他们的传统文化

知识积累也较为匮乏，这些都成了阻碍幼儿正确面对传统文化、

吸收传统文化营养的绊脚石。在幼儿教育活动中，很少有教师能

较为高效、合理地将传统文化吸纳到自己的教育过程中，他们缺

乏打破陈旧观念的勇气，这不利于教师打破幼儿与优秀传统文化

之间的隔阂。另外，由于幼儿对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很少，他们

在学习知识、技能时，难以理解传统文化与所做游戏间的关系，

对于一些活动形式，幼儿大多也只是听过名字而并未听过全部内

容，更不要说对相应的传统文化知识展开更深层次拓展。这种意

识上的不重视导致我们在将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活动中时，会

遭受很大的阻力。

（三）教育深度不够

部分教师虽尝试将传统文化融合到幼儿教育中，但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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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并未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有过多研究，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实

际育儿效果，导致幼儿在活动上认识、理解、学习传统文化的效果、

程度非常有限。例如，一些教师在尝试将传统文化融入活动时，

他们只会利用多媒体设备，给幼儿播放一些有关视频，很少能够

对各类幼儿教育活动中涉及的文化背景、思想内涵展开分析，育

儿的结果也仅仅是让幼儿知道有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故事，对幼儿

实际文化水平提升、综合素养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这

样浅薄的育儿深度并不能让幼儿对传统文化形成浓厚的学习兴趣，

对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活动中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

三、传统文化渗透幼儿教育的策略

（一）借助微视频开展幼儿教育

若想提升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的创新效果，我们必须要

对导入环节提起足够重视，这样方可更好地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引发其学习兴趣。为此，我们可以尝试引入微视频这种教学辅助

手段，以此实现更高效的课前导入。一般来说，高质量的活动导

入能够让幼儿更快地将注意力从自由活动集中到知识学习上，从

而帮助他们更快地进入学习状态。在既往的幼儿教育活动中，很

少有教师能对这一环节提起重视，这样的教学方式并不能保证幼

儿在课程一开始将精力集中到知识学习上，从而影响整堂课的教

学效果。为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在导入环节

为幼儿播放一些极具吸引力、趣味性、引导性的微视频，以此激

发幼儿对将要学习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为后续教学工作高效

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例如，我们开展“欣赏皮影”这部分知识的教学时，为了更

好地引发幼儿对本部分知识的学习兴趣，我们除了可以为幼儿准

备相应的皮影图片，还可结合实际情况，在网络上下载一些“孙

悟空大闹天宫”的皮影戏视频，并将其融入微视频中。在开展美

术欣赏活动前，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幼儿播放这一微视

频，以此将幼儿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皮影戏的知识学习与探究上，

为后续幼儿美术教育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在观看微视频时，

幼儿的兴趣被充分调动了起来，他们在看到“孙悟空得取金箍棒”

的片段后，甚至高兴地跳了起来。从这里可以看出，结合微视频

展开幼儿教育活动，能够大幅提升幼儿参与到知识探究中的兴趣，

对其了解更多传统文化的背景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结合传统节日开展幼儿教育

在幼儿教育中，最能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特色、包含中国传

统元素的便是传统节日。开展以传统节日为主题的教育活动，能

让活动内容更贴近幼儿的日常生活，其趣味性、参与性也非常高。

我们都知道，每个传统节日都含有不同的节日习俗，在开展幼儿

教育的主题活动时，我们可以从习俗入手，以此提升教育效果。

比如，在春节，我们有贴春联、剪窗花、贴福字等习俗。为此，

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剪纸、皮影戏等艺术展开教育

活动。在活动中，幼儿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制作一些福字、窗花、

春联，以此让他们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端午节，教师

可以组织幼儿进行编彩绳、做刺绣等活动。在元宵节则可组织其

进行制作花灯的幼儿教育主题活动。通过此方式，能让幼儿体会

到不同节日中蕴含的传统文化魅力，提升育人质量。

（三）结合民族传统文化开展幼儿教育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 56 个民族构成，每个民族都有自

己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实施幼儿教育的主题活动时，我们可以从

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合的元素，以此让幼儿更好地了解

不同民族文化的艺术特征，这也是传承、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重

要途径。在实施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艺术教育时，我们可以

从如下层面入手：

首先，依据各民族特点展开幼儿教育。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

非常多的祭祀活动、庆祝活动，每个民族在进行祭祀、庆祝时的

方式也各有不同，很多民族都有非常独特的音乐作品用于庆祝活

动中。比如，在蒙古、新疆、东北、西双版纳等地区，少数民族

会以各类舞蹈进行节日的庆祝，在实施幼儿教育时，我们可以将

蒙古舞、东北秧歌、新疆舞等引入到集体教学中，以此带领幼儿

体验不同的舞蹈类型，使其深入体验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在学

习民族舞蹈的过程中，幼儿能够有效开阔自身视野，从而逐渐形

成较高层次的审美情趣，丰富他们对艺术作品的表现力。

其次，不同民族的音乐也各有特色，针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经

典曲目，我们可以开展与之对应的主题活动教育。比如，在实施

幼儿教育时，我们可以引入藏族歌曲《卓玛》、蒙古族歌曲《吉

祥三宝》、朝鲜族歌曲《小白船》等，结合不同民族歌曲的特点，

展开针对性教学，让幼儿逐渐理解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并通过民

族歌曲理解民族性格特点。不同民族在开展音乐表演时会用到不

同的乐器，我们开展幼儿教育的主题活动时，也可以从乐器入手，

结合汉族的《喜洋洋》、蒙古族的《万马奔腾》、朝鲜族的《阿里郎》

等曲目，带领幼儿了解各个民族的常用乐器，以此丰富幼儿教育

的内涵。

（四）结合本地民俗资源开展幼儿教育

在开展幼儿教育时，我们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和本地乡土资

源，以此更为深入地引导幼儿感受祖国的传统文化魅力，使其更

为直观、生动地理解家乡的发展与变化，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的思想情感。为此，在实施幼儿教育时，我们要善于从本

地民俗资源发掘育人元素，积极带领幼儿参与到各种本地民俗组

织的节日庆典活动中，以此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地民俗的音乐及

美术作品等内容。在实践教育中，通过引导幼儿学习本地民俗歌曲、

舞蹈、手工艺术品的制作等方式，增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民俗资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幼儿理解传统文

化的重要途径，更是开展幼儿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幼

儿教育有非常强的形象性特点，教学过程更具体验性，能够让幼

儿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内涵，这既符合幼儿阶段的认知特点，

也能凸显出幼儿教育的体验性。以主题活动为基准开展幼儿教育，

能大幅拓宽幼儿的文化视野，对推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有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幼儿教育中，幼儿能够通过视觉、听觉、

触觉等感官，对传统文化产生更直观、具体的认知，培养其形成

了较高水平的审美能力，对增强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力、创造力、

想象力有重要作用。

四、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传统文化渗透幼儿教育的效果，我们可

以从借助微视频开展幼儿教育；结合传统节日开展幼儿教育；结

合民族传统文化开展幼儿教育；结合本地民俗资源开展幼儿教育

等层面积极探索，促使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渗透的效果提升到

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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