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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1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曾提出：“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①；《中国诗词

大会》、《见字如面》等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层

出不穷地播出；学校注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专业相

结合，发挥中华传统文化对教育的作用，对幼儿启蒙教

育的作用。基于国家、社会、学校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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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十分重视的大背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

育实践当中去考察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而探析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践的价值。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践当中，加深

对幼儿的启蒙教育。它的融入对帮助普通幼儿健康发展

有一定价值，同样也对帮助特殊幼儿健康发展有一定价

值。在这篇文章中也将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

教育实践对于特殊儿童的价值，帮助其与普通幼儿一同

成长。

二、核心概念介绍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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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践的价值。其融入帮助丰富学前教育的专业实践方式，在帮助学生提升精神素

养与养成优秀职业道德方面有一定价值，在帮助幼儿健康成长方面亦有一定价值。其融入有助于满足对于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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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支撑着中华民族历经五千余年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可

见传统文化所扮演着的精神命脉的作用。它是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情操、价

值观念、审美品格、艺术情趣、辩证思维和科学智慧，

凭借其软实力的姿态影响各领域和各学科专业。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广义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为核心，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

怀的教育；是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已达人为重点的社会

关爱的教育；是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

格修养的教育。”②

（三）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是利用各种方法、实物，有系统、有计划

而且科学地对孩童的大脑进行各种刺激，从而使大脑各

部位的功能逐渐完善而进行的教育。儿童是人生智力发

展的基础阶段，又是发展最快的时期，适当、正确的学

前教育对幼儿智力及其日后生活自理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社会交往能力、自我保护能力、认识判断事物的发

展有很大的作用③。

（四）学前教育实践

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教学应立足于职业岗位，根据

专业人才相关能力，设置与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以

幼儿教师教育技能为核心、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

实践教学体系④。实践教学能够帮助了解幼儿园教育与教

学工作的特点，巩固和加深所学的工作理论知识，培养

学生对幼儿进行教育、教学工作的初步能力，加深学生

对专业的理解与热爱⑤。

三、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

1. 国家重视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

在国家层面，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

对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更为重视。早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曾提出：“要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⑥近来关于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话题又成为了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曾就

“传统文化教育”答记者问。后来《人民政协报》也曾

发表过将传统文化与教育相结合的观点，提出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要从教育入手。

2. 社会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继承与弘扬

在社会层面，也重视并加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弘扬，例如《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等

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节目层出不穷地播出。其中，

《中国诗词大会》的举办弘扬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这

样形式新颖的节目激发了人们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同

时也运用了新兴的传播方式帮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见字如面》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密切关注并

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学校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

在学校与专业层面，重视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

面的教育，重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前教育专业相

结合。学者朱家雄曾提出：“要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教育相

结合，乃至和学前教育相结合”⑦，学前教育即使再特

殊，学前教育也同样拥有这一本质属性”⑧。在我国包括

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是需要而且应该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学前教育专业，培养学

生的师德素养，塑造学生的优秀品质。通过讲授中华古

诗词，将中华文化融入学前教育游戏设计，加强对传统

文化的应用，对幼儿进行启蒙与熏陶，促进幼儿的心智

天性健康发展。

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践的价值

分析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角度对“价值”进行了定义，

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

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即价值是人的某种需要同满足这种

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是客体能够满足

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

学前教育专业实践，在哲学意义上有一定价值。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传播与教

育融合 [1]，既有助于满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践发展对

于素养的要求，又有利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

培养以及正确人生态度的树立。文化的融入与熏陶既有

利于普通幼儿的身心快乐成长，又有助于特殊幼儿的健

康成长。因此，文章将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特色，分析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前教育实践的价值。

四、在学前教育实践中提升学生素养方面的价值

分析

1. 它的融入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有一定价值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未来面临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在

专业学习期间要“加强其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



264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7)2021,3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强其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正是《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中明确提

出的要求。屈原的“虽九死其由未悔也”的忧国忧民思

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

爱国情怀，这些生动的中华传统文化故事传递了社会责

任意识和使命感，将其融入学前教育实践，有助于培养

学生树立担任幼儿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践 [3]，有一定价值，其

价值在于可以满足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责任感与使

命感培养的要求。

2. 它的融入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有

一定价值

教育部 2012 年印发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中特别强调了“幼儿为本、师德为先”的基本理

念，提出了“幼儿教师要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关爱幼

儿，重视幼儿身心健康”、“富有爱心、责任心、耐心和

细心”[4] 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必须的行为规范和必备

的品德要求。一直以来，幼有所育是民生关切之事，也

是幼教事业的美好愿景。在学前教育专业培养中，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老爱幼，幼有所育，幼有所教等

美德与教育方式融入专业学习与实践 [5]，培养学生对幼

儿的爱心、耐心、细心、责任心，提升学生的师德素养，

其价值在于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中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能够更好地满足学前教育专业和幼教事业对职业

道德方面的要求，有助于实现幼有所育，幼有所教的美

好愿景，推动幼教事业的进步。

3. 它的融入对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态度有一定价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展示出来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

华民族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

是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所要求的价值体系。《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试行）》中也明确提出，“以幼儿为本，师

德为先”的理念 [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作为未来的幼师，

要求热爱学前教育事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履行教师职业道德。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入对其人生态度

的树立有一定价值，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进而影响其工作态度，影响其对待幼儿的态度，影响幼

儿情绪，影响幼儿的行为习惯，影响幼儿的学习习惯。

五、在学前教育实践中帮助幼儿健康发展方面的价

值分析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学前教育专业中，具有

一定的哲学价值，从幼儿时期引导其感受祖国文化的丰

富与优秀，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千字文、三字经、弟

子规等国学内容，有助于对幼儿进行人之初方面的教育。

1. 它的融入对帮助普通幼儿的健康发展有价值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践，让幼儿感

受传统文化的韵味气息，对于幼儿的认知和心理健康有

价值，对于幼儿群体性发展也有帮助。

对普通幼儿社会认知能力的提升有一定价值。针对

幼儿特点及发展需求，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文化、

幼儿游戏、幼儿手工、幼儿音乐中 [6]，例如可以将民间

游戏引入幼儿游戏中，开发符合幼儿个体成长和群体发

展需求的游戏活动，增强幼儿群体生活的能力，对于促

进幼儿社会认知发展有帮助，让幼儿在多向交流中身心

得到健康成长。因而，他的融入对幼儿社会认知的发展

具有一定价值。

对普通幼儿心理认知能力的提升有一定价值。幼儿

阶段是儿童身体发育和机能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在这

个阶段通过传统文化的融入，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

动让幼儿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助于教师认识幼

儿的心理特点，对幼儿心理认知的发展具有一定价值。

2. 它的融入对帮助特殊幼儿健康发展亦有价值

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实践，通过国学、陶

艺、美术等客观文化来满足特殊幼儿的生活与教育需要，

丰富特殊幼儿成长的文化环境，对于帮助特殊幼儿健康

成长有一定价值。

“孩童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成人养德”[7] 作

为传统文化国学的四个时期，各有特色。而孩童养性正

是一张入门的门票，抓好孩童教学对幼儿今后的成长有

着广泛而深远的价值。各类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入对于帮

助激发特殊幼儿的思维能力，提高特殊幼儿的独立能力，

提升特殊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特殊幼儿的道德行

为能力有所帮助。

陶艺以其亲近大自然，亲近泥土的天性，又结合泥

土多变的特性，有助于少年儿童亲近大自然，使其更为

自由与轻松。通过对陶艺的触觉、视觉、感觉，让幼小

心灵接触中国传统文化——陶艺，有助于幼儿在玩乐中

释放自我。对特殊幼儿来说陶艺有利于帮助其缓解压力；

有利于锻炼幼儿的双手并启迪心智；有利于协调互动并

促进亲子关系。因此，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

践，对特殊幼儿解压、锻炼双手、启迪心智方面有一定

价值。

民间美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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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前教育实践活动，为特殊幼儿提供美术氛围，帮助

特殊幼儿根据自己的思维进行美术创作，帮助其学习与

慢慢感受。它的融入对于特殊幼儿的生活与学习有一定

价值。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前教育实践，实行以文

化为载体的艺术手段，既可以通过智慧和知识让儿童获

得自由空间，又可以通过文化教育帮助其接受康复治疗

疗愈身心疾病。在学前教育专业中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助于特殊幼儿公平地接受教育，有助于特殊幼儿

的家庭感受到爱与信心。因此，其融入对于特殊儿童的

教育、康复与关爱必然是有一定特别的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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