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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在幼儿园的实践研究 
李香芸 

（胶州市胶州路幼儿园） 

摘要：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瑰宝，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脉。幼儿园不断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实践研究，厚植传统文

化根基，激发幼儿高尚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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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

化的丰富与优秀。我园以中国传统节日活动为载体，积极营造尊重、

热爱和参与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让幼儿

了解传统节日风俗，感受传统节日精髓。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一）幼儿园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现状 

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侵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

向也发生了变化，圣诞节、万圣节等西方节日受到了大部分年轻人

的追随和热捧，传统节日文化遭受到了边缘化。不少家庭过度重视

西方节日，幼儿在不知不觉中被动地普及着西方节日，使其幼小心

灵对圣诞节等充满了期待，间接推动了西方节日的盛行，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传统节日遭受到不该有的冷遇。 

（二）幼儿园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1.传统节日文化蕴含丰富的民族精神 

不同的传统节日却能共同唤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追忆，唤

起人们对民族精神的强烈认同，也更加激发了各族儿女强烈的爱

国、爱家情怀。 

2.传统节日注重的是家庭的团结向上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而传统节日最注重的是家人的团

结和睦，这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优良传统是

一致的。 

3.儿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在幼儿园加强优秀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位幼

儿从小知中国节、爱中国节，童蒙养正、明礼导行，为一生的发展

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我园在胶州市党建教育“传承红色基因 散播理想种子”的大

背景下，立足园所实际，通过“红育”氛围的打造来传承优秀文化，

通过选定适宜的传统节日,创设适宜的节庆主题环境,安排适宜的节

日活动,家园携手让优秀的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心中生根发芽。 

二、本课题在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国，有着重视教育的

优良传统。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在“活教育理论”中提出，“活

教育”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种理念提出其实

也就明确了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培养幼儿良好行为习惯，有

较高文明修养，即“做人”；对民族文化产生认同感、亲切感、归

属感，确立“我是中国人”观念，从而实现“赋予传统文化新时代

内涵”，为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奠定基础。幼儿阶段的教育会给人生

成长与发展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至关

重要。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说：“传统文化才是最该给孩子的教

育。”学者陈秀丽指出：“将传统节日融入社会教学让幼儿在传统节

日气氛的烘托中，亲身感受各类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美，体验参与

中华传统文化的乐趣”。以上专家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切入点各有不

同，对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指明方向。让学龄前儿童初步认知中

国的传统节日及在各活动中的渗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

重要的意义。 

当前从国家领导人到专家学者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校园已是大势所趋，研究如何

在少年儿童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怎样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地域特

点、学校现状有效结合等成为每一位教育者必需要思考的问题。当

前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研究国学教育比较多，如：湖北省仙源中学的

“孝雅文化”，通过孝雅教育的熏陶，让学生成为追求完美、有浩

然正气、有灵气、有民族责任感的中国人。但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

响，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校园是呼声大行动少，部分教师缺乏传统

文化教育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三、课题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实践意义 

1.提高幼儿对传统节日的认识，促进其社会性发展。 

幼儿通过主题活动的开展了解并学习有关传统节日的知识，能

够更为广泛地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和知识，萌发

爱他人、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 

2.加强教师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传统文化活动组织与实施

的能力。 

学以致用、明礼导行，通过本课题的实施，提升教师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理清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的教育价值及对于幼儿

发展的特殊意义，找出适合幼儿学习并使用的主题活动方案，期望

在实践的基础上为传统节日文化进幼儿园提供可操作、可借鉴的模

式，从而启发教师积极实践和探索。 

（二）理论价值 

1.幼儿园阶段是人格塑造和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接受民族文

化熏陶、进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阶段。学习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对幼儿习惯的养成、情操的陶冶、人格的培养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

用，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都具有

深远的意义。 

2.开展以学习优秀传统节日文化为主题的各种活动，将文化、

习俗、情感与幼儿日常教育相融合，与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营造研

究氛围，让幼儿深切感受传承经典也是一种爱国精神，从小树立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四、课题研究目标与内容 

（一）研究目标 

1.了解幼儿园传统节日教育的现状，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

统节日，融入幼儿园活动、家园计划中，形成有特色的传统节日活

动方案，调动师、幼、家长参与传统节日文化学习的积极性。 

2.保教结合，以中国传统节日为核心，以节日开展的教育内容

为载体，引导幼儿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蕴含的节令风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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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精神等，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3.通过研究促进教师传统节日文化教育观念的更新与实施能力

的提升，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并努力提高幼儿园传统节日文化教

育工作的实效性。 

（二）研究内容 

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在幼儿园的实践探索 

2.基于传统节日教育的家园共育研究 

五、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在幼儿园的实践研究 

（一）同研共训，探究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内涵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成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可和重视程度

会直接影响幼儿对节日的态度。我们先是利用问卷星对教师和家长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对传统节日文化认知现状，再通过线上、

线下的研训活动，提升教师和家长的认知水平。 

一是利用家长学校请民俗专家进行专题讲座，介绍传统节日的

起源、内涵，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

节等，感受传统节日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二是教师、家长

阅读有关传统节日的神话传说、古典诗词、名家名作等，进行好书

推荐、故事宣讲、诗词诵读，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内涵，感受其魅

力。三是开展传统节日小型家长会、家长沙龙、家长经验介绍等激

发兴趣，接受陶冶，提升家长自身素养。四是通过园级教研进行“弘

扬民族文化，过好传统节日”演讲活动，了解传统节日的形式，挖

掘背后所蕴含的教育价值；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教师

分享活动“年的记忆”，让教师分享温暖、祥和、感恩的中国节，

畅谈对节日的敬重与期盼，让传统节日永远成为心中的一抹中国

红。 

中国传统节日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形式多样，是一座值得深

挖的宝藏。教师和家长一起学习，充分挖掘传统节日的教育内涵，

借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对幼儿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二）挖掘资源，拓展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实践 

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我园通过一日活动各环节让幼儿在游戏

体验中传递节日文化，感受传统节日文化之美。下面以大班主题“欢

欢乐乐中国年”为例进行阐述。 

1.在教育活动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我们“年”为载体开

展教育活动，如语言活动《十二生肖》、音乐活动《金蛇狂舞》、社

会活动《春节礼仪》、美术活动《大福字》等，创设情境，使他们

“想说、敢说、有话可说”，激发幼儿语言表达的兴趣；丰富幼儿

对音乐的感受和体验，享受探索与创造的乐趣；结合具体情境，指

导幼儿学习交往的基本规则和技能……在各教育活动中渗透中国

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让爱国、爱传统节日文化的种子在幼小心田萌

芽。 

2.在区域活动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我们依据《指南》，结

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对区域活动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如：

在图书区，幼儿阅读《年兽》《十二生肖》等绘本故事并进行分享

交流；在美工区，幼儿创作年画、福字，制作糖果、点心，设计新

年服装等；在表演区，幼儿扭秧歌、唱大戏，一起表演《年的故

事》……听到的不如看到的，看到的不如做到的，体验到的才是最

深刻、最鲜活的。我们注重为幼儿提供一个开放、自由的游戏活动

空间，支持幼儿的自由表达与表现。在自主游戏中，让幼儿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3.在户外活动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师、幼、家长共同搜

集有关“春节”的民俗活动，以此为载体开展户外活动。通过研讨

创设了新的户外游戏，如“扭秧歌”“唱大戏”“踩高跷”“跑旱船”

等，激发了幼儿对春节民俗活动的了解与喜爱，体验到了户外游戏

带来的乐趣。在户外活动中渗透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让家乡民

俗活动在幼儿心中活起来。 

4.在生活活动中渗透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叶圣陶说：什么是教

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我们在日常生活活动

中注重对幼儿进行春节礼仪教育。以“春节礼仪”大调查为主线，

引导幼儿了解有关春节的礼仪知识，大胆交流自己的调查发现，进

行“春节礼仪我知道”等知识竞赛活动，全体幼儿学习餐桌礼仪，

待客、做客礼仪，做知礼懂礼，规范自己行为的好孩子。 

节日文化要传承赓续，幼儿园教育不可缺位。幼儿园利用传统

节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胆创新，不断深化，开展精彩

纷呈、富有启迪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推动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承。 

（三）家园社区融合，丰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形式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

的合作伙伴。”我们充分利用家、园、社区进行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形成教育合力，拓展幼儿学习空间。下面以“重阳节”活动为例进

行阐述。 

一是“三方”联动，共话节日。我园作为活动发起和倡导者，

邀请家长和社区人员参与活动规划。在“重阳节”活动中，密切联

系，共同探讨适宜幼儿的体验活动。二是家庭指导，传承习俗。家

庭是最利于中国传统文化习得的场所，我们向家长发出倡议，开展

家庭敬老尊贤三个“一”活动，鼓励幼儿和家人陪老人吃一顿饭、

对老人说一句话、为老人做一件事，主动关心、体贴老人，使幼儿

深入体验有意义的传统节日。三是开发资源，走进社区。开发整合

社区资源已成为幼儿园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联手社区举行“岁岁重

阳乐 浓浓敬老情”敬老活动。由家委会牵头带幼儿去敬老院看望

老人，在“敬老、尊老、助老”中深化传统节日教育内涵，感受传

统节日的欢乐和意义。 

家、园、社区资源的充分利用，能有效提升传统节日文化教育

效果，丰富节日教育形式，推进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传

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赋予幼儿更多的机会去发现、探索和体验，

从而让孩子们了解传统节日文化，爱上中国传统节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

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积极探

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在幼儿园的实践方法，创新传统节日文化

教育的途径，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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