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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马行娟 

（商洛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商洛  726000） 

摘要：幼儿园作为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旨在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而幼儿园文化对幼儿的成长则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重视幼儿园文化建设，把具有独特地方气息的陕西传统文化和幼儿园文化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幼儿园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幼儿

园的文化建设和园内教学水平的提高，本文对当前幼儿园文化建设现象进行分析，并提供了将陕西地方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文化建

设的相关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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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文化是幼儿园整体形象的外在表现，是一种内在气质的

深厚底蕴，是一种独特个性的彰显与释放，更是幼儿园发展的整体

战略。重视幼儿园文化建设是幼儿园生存的基础，更是幼儿园发展

的动力和成功的关键。对地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整合，将地方文化

转变为教育资源进行幼儿园文化建设也是幼儿园发展的途径之一。

为此，充分挖掘和运用地方传统文化，将其与幼儿园文化建设融合，

并依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与幼儿园教学内容相结合，有助于幼儿从

小了解并认识家乡的传统文化，也有利于营造出独特的园所文化氛

围。 

1.当前幼儿园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1 对幼儿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幼儿园文化是指在整个幼儿园环境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凝聚

力的园风园貌、制度规范和精神氛围等，其核心是幼儿园在长期的

办园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思想观和行为方式。但是有些园

所认为幼儿园文化是虚的，开展幼儿园文化建设就是搞形式主义。

甚至有些园所就没有“幼儿园文化”这一概念，对幼儿园文化的作

用与功能缺乏了解。将幼儿园文化建设视为幼儿园的形象设计，而

忽视对其内在文化环境的塑造。 

1.2 重表面形式，忽视内涵建设 

有些幼儿园文化建设中出现结构失衡现象，只关注物质文明、

制度文明的建设，而忽视幼儿园的精神文明建设。因为前者更容易

表现出来，建成后效果也较显著，所以在幼儿园文化建设上，偏颇

现象严重，只重视表面形式，忽视文化环境的内涵建设和培养；也

忽视了将地方传统文化与幼儿园文化的融合，导致地方传统文化在

幼儿园文化建设中缺失。 

1.3 缺系统思考，同质化严重 

幼儿园文化建设应结合地域环境并与幼儿园的整体发展相吻

合，然而现实中，一些本土幼儿园对地方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

化内涵的认识并不清晰，对园所的发展方向毫无头绪；因此，文化

建设差强人意，缺乏对园所核心思想与长远发展的深入研究，只是

抄袭互联网或借鉴其他幼儿园。笔者曾看到某小区幼儿园的园名是

xxx 国际幼儿园，然而实际情况是师资力量、课程资源甚至是物质

环境都不能与国际相匹配，显然是夸大宣传。又如“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的一切”几乎成为幼儿园普遍性宣传标语，同质化严重。

此外，将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文化建设只停留在物质化表面建设，

没有进行深层挖掘，也没有进行系统规划，更没有将传统文化与幼

儿园的文化建设融合促进幼儿园发展进行深入思考。 

1.4 轻幼儿发展，功利化突出 

幼儿园文化应同幼儿园发展相辅相成，是稳定且连续的过程，

能够对师生行为产生长久的影响。但在商品经济影响下，部分园所

将文化建设看作是商品交换的过程，考虑投入产出比，幼儿园的文

化建设变成了“市场需要什么，就建什么；家长期望什么，就提供

什么”；幼儿园的发展完全变成了市场的附庸，幼儿园文化建设忽

视幼儿的成长需要，让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文化建设，促进幼儿发

展只是表面化现象。 

2.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文化建设的方法 
2.1 营造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园所环境 

幼儿园文化建设不能千篇一律，各个幼儿园的发展过程、师资

力量、历史因素、地方文化大不相同，这就导致每个幼儿园的文化

有所差异；要形成园所独特的文化风格，就要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前

提下因地制宜，并结合陕西地方文化和自身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打

造园所特色。 

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其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了多

姿多彩、瑰丽奇特的地方传统文化，如秦腔、皮影、剪纸、社火、

面花、安塞腰鼓、陕西民歌等。各具特色的地方传统文化为本地区

幼儿园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资源。笔者在走访中发现有些幼儿

园墙饰和挂饰会呈现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元素。让陕西传统地方文

化走进幼儿内心，可以在区域活动中设置皮影表演区、剪纸美工区、

腰鼓打击区、捏面花手工区等；环境创设上可利用走廊、门厅、墙

壁等设置展板，呈现陕西地方文化的图片、文字等；让幼儿置身于

文化环境中，用传统文化引导幼儿生活，通过日积月累的观看、观

察和聆听，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增强幼儿对陕西地方传统文化的认

知，使幼儿掌握一些基础的地方文化知识，培养幼儿的文化底蕴，

增强文化自信、提高认知观念和审美能力。 

2.2 创设富含传统文化元素的班级环境 

《纲要》指出：“应创设有利于幼儿向环境学习与环境互动的

条件，使幼儿在与环境的自然接触中认识各种事物，获得各种感受，

理解各种现象。”创设富含地方传统文化元素的班级环境，能诱发

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也是培养幼儿民族文化情感的

良好契机。 

在班级的阅读区可投放绘本版儿童文学作品和经典绘本读物。

陕西地方儿童文学作品绘本版如《耗子大爷起晚了》《铁道小卫士》

《针眼里逃出的生命》等，传统经典绘本如《故宫》《传统节日》

《二十四节气》等，投放这些绘本作品让幼儿随时阅读、翻看；阅

读区的墙壁上布置相应的图片，营造出浓郁的阅读环境，让文学滋

养着幼儿，熏陶着幼儿，激发幼儿对阅读的兴趣，培养幼儿良好的

阅读习惯。在美工区可投放制作陕西版画、年画、印染、传统国画

的材料等等，营造浓厚的笔墨气息，并且让幼儿参与创作版画、年

画、印染、绘画一些花鸟鱼虫等题材的作品，并创设国画、陕西版

画、年画、印染作品区提供相应的作品和素材供幼儿欣赏参观，在

艺术的熏陶中不断提高创作能力和欣赏能力。建构区投放一些具有

地方代表性古建筑模型和图片，比如大雁塔、西安钟鼓楼、兵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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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等，并尝试建构，让幼儿能够立体地感受陕西地方建筑的意

境及其美韵。在班级主题墙饰中，利用走廊墙壁制作主题墙饰，让

幼儿亲手搜集资料、参与布置，如“我知道的文学经典”“手工之

美”“地方建筑介绍”等版块。师幼共同布置的环境，遵循了教育

性、参与性、互动性原则，同时也会引发幼儿不自觉地在墙饰前驻

足观看，还会向其他幼儿、家长介绍讲解，达到了向家庭、社会宣

传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在班级环境融入地方传统文化元素有利于

形成良好的班风、班级公约，让充满地方传统文化色彩的环境引领

着幼儿成长，增长幼儿见识，培养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2.3 教学内容上增加传统文化的活动形式 

幼儿园教学内容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以幼儿

发展需要为基础，同时兼顾历史文化的传承，在教学中将传统文化

进行教育融入，形成良好环境氛围，使教师和幼儿受到熏陶，形成

深刻认知。 

陕西的传统文化形式多样，传统艺术（如皮影、秦腔、剪纸、

脸谱、泥塑、版画等）、传统饮食、民间游戏/故事、传统节日等等

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后三类文化与幼儿的生活息息相关，

若能将这些文化与教学内容相结合，将更有助于幼儿在潜移默化的

教育环境中去感知和践行传统文化，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以传统节日为例，在不同地区传统节日各具特色，尤其是陕西这一

富有特质的地域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将充满地方色

彩的传统节日习俗融入幼儿园教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让幼儿从小

感受文化的熏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如开展传统节日习俗的主

题教育活动，基于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结合节日特点在不同时间阶段

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像春节的剪窗花、捏面花、做年画、唱秦腔、

拜年舞狮等活动；元宵节的赏花灯、放天灯、吃元宵、踩高跷、扭

秧歌、闹社火、玩皮影等；清明节的祭祖、踏青、吃青团、蒸花馍、

放风筝等；端午节的插艾草、做香包、送五彩缕、包粽子、纪屈原

等。中华传统节日丰富多彩，结合地区文化特点、幼儿园特色，将

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化，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幼儿参与其中。除传统

节日文化外，还有饮食文化、民间文学、戏曲文化等等，将这些活

动内容融入幼儿的生活活动、游戏活动和教学活动，用游戏、墙饰、

区角等吸引幼儿，形成幼儿园文化氛围，打造幼儿园文化建设特色。 

2.4 开发兼具地方传统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园本课程 

《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改革应注重开发蕴涵本土文化课

程，应对幼儿进行本土文化的启蒙教育”，开发兼具地方文化特色

的幼儿园园本课程，也是幼儿园文化建设的内涵之一。目前很多幼

儿园都在提倡建设园本课程，但是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彰显园所特

色的幼儿园文化在园本课程建设中忽视了对本土资源的利用，缺乏

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物产资源等核心内容的挖掘；在设计思路上没

有鲜明的理念和主题，存在“千园一面”的问题。开发兼具地方传

统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首先，将陕西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幼儿园环

境创设的目的是有利于用环境对幼儿进行生动、直观、形象和综合

的教育，利用环境对幼儿进行全方位的信息刺激，激发幼儿内在的

积极性，让幼儿得到一种直接情感体验和知识启迪，从而促进幼儿

全面发展。创设一个充满地方传统元素的环境，让幼儿置身于这样

的环境，受到文化的熏陶，培养幼儿感知家乡，爱家乡的情感。如

幼儿园一楼可以设置陕西传统礼仪为主题的环境，二楼创设以陕西

传统美食为主题环境，三楼创设陕西传统艺术欣赏为主题的环境，

不仅营造出了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而且也增强了楼道空间的层次

感；区角装饰可以选择适宜幼儿操作的泥塑、面花、皮影、马勺脸

谱、剪纸、麻布、麻绳等材料；户外活动区可创设踩高跷、闹社火、

打腰鼓等游戏区；外围墙壁上可彩绘充满陕西地方色彩的民风民俗

画。 

其次，将陕西传统文化融入主题教学中。陕西悠久的历史造就

了丰富璀璨的地方文化，总体可分为传统艺术文化、传统饮食文化、

节日文化、民间游戏/故事、语言文化、风土民情、历史名人等。根

据幼儿不同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合理组织教育教

学内容，确定主题活动，在主题教学活动中让幼儿学习本地区的民

风民谣，了解家乡的历史、艺术、名胜古迹等，用多种方式去感受

和表现地方传统文化之美。 

最后，将陕西地方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到户外游戏和区域活动

中。陕西各地流传了丰富多样化的民间传统游戏，如踩高跷、走窑、

滚铁环、斗草游戏、跳竹竿、舞龙灯等等，将这些游戏进行合理改

编，成为适合幼儿游玩的的户外游戏类型，让民间游戏深入幼儿的

生活。利用走廊、拐角、教室区角等设置区域活动，如美食街、民

间工艺坊、舞狮表演区、腰鼓打击区等，让幼儿充分了解并体验到

传统文化中的风俗习惯、礼仪、美食，感受地方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充满地方传统文化色彩的园本课程贯穿于幼儿的生活活动、

游戏活动、教学活动，让幼儿感受地方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有利于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文化建设，同时也能推动陕西传统文化的传

承。 

3.结语 
立足于陕西地方传统文化进行幼儿园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幼

儿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结合陕西传统文化特色进行幼儿园文化建

设，有助于幼儿园整体效能的发挥；地方传统文化和幼儿园文化建

设相结合能够提升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和办园水平，营造出良好的幼

儿园文化环境；将地方传统文化渗入幼儿园文化建设也有助于打造

出独一无二的幼儿园，也是提高幼儿园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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