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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乡土精粹艺术播撒岭南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推幼儿园传统文化特色教育
傅雪兰

广东省罗定市幼儿园　广东　罗定　527200

摘　要：广东是全国闻名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综合试点省，历史上广东一直是重要的岭南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荟萃

之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质，地域文化异彩纷呈，对于传统文化教育来说，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这

些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大大拓展和丰富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和质量。会更好发挥地方资源优势，拓展新的教育资源，

展现地方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使幼儿更好的了解家乡，认同家乡传统文化，全面提高艺术修养。本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开展策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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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将岭南传统文化这一宝贵的教育资源利用好，

我们结合幼儿园当地的文化、地域、历史等特点因地制宜，

从幼儿最感兴趣、最贴近幼儿已有认知经验的方面入手，采

用边学习研究、边开发实践、边总结理论的策略来进行教育

教学活动的研究与实践，力求能够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因

地制宜，最终形成具有强烈地域文化、园本特色、民族风情、

历史底蕴的岭南传统文化特色教育课程。

一、秉承循序渐进原则，逐渐渗透非遗元素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教育导入过程中，坚持循

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坚持从幼儿中来，到幼儿中去的原则。

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教学活动的策略性和规划性，要依据幼

儿的身心特征和实际兴趣程度来形成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

教学思路。避免“强行灌输，生搬硬套”式的教学方式。

由于幼儿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还是一项新兴事物，

起点较低，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案例可以模仿和借鉴，所以

要求我们立足于幼儿长远发展，结合另外地区的特色文化资

源构建特色课程。我们认为应该坚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

原则，其基本思路为：活动前预设，根据非物质文化的内容

设计活动方案——有效导入，激发幼儿对岭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求知欲望——根据幼儿的认知掌握情况，调整教育内

容——捕捉幼儿的实际需求，适时适度进行有效支持——给

幼儿提供充足的自主学习空间，让幼儿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以及传统文化资源的内化与吸收——及时做出评价与总结，

保证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的实效性。整个过程从幼儿最感兴趣，

最喜闻乐见；教师教学难度最小的游戏形式（比如瑶族小长

鼓舞、抢花炮、皮影戏等）入手，既能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

也能为非物质文化特色课程的建构积累经验和提供参考。为

了让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让幼儿更感

兴趣，收获更大，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进行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的开发，让更多有趣味性和教育价值的元素融入到教

育教学中来。

二、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文化审美意识

幼儿的求知欲强烈，但思想观念不够成熟。在当下网络

媒体信息的强大冲击下，幼儿们容易被虚假的、不具审美意

义的信息误导，一些优质的、具有强烈现实生活表达类的传

统文化素材，被他们认为看不懂给忽略了，他们还不懂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中发现其中蕴涵的艺术魅力及价值，所以在非

物质文化教学活动中首先要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让他们

分辨什么时候真正的美，同时也能够发现艺术就在我们身边，

以此将他们引向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

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价值。教师要懂得抓住机遇，带着

幼儿体验民间传统文化的美妙，让幼儿在与民间传统文化的

互动中产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和动力。在非物质文化教学活动

中，我们尽可能的为幼儿选择色彩鲜艳、新奇的、感兴趣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作为审美的对象，正确引导幼儿去观察、

去发现。引导他们始终在兴趣中逐步去观察、去发现、去学

习，通过呵护和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他们的观

察兴趣，为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例如佛山陶瓷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工艺传

统文化作品，孩子们对它非常熟悉，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各种

的陶瓷工艺品，可以说佛山陶瓷当中蕴含了很多的民族文化，

因此我们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了幼儿园的传统文化

教育资源当中。

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引导幼儿学习岭南地区的佛山陶瓷

风格后，再和其他地区的陶瓷工艺作对比，更加深了孩子们

对于在不同地域背景下所产生的不同文化差异的认识。我们

从造型、材质、色彩等方面引导幼儿对于陶瓷作品的欣赏，

这正是从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出发，提高幼儿们的文化审

美能力。

三、因材施教，引导幼儿的创造性传承

非物质文化自身的成型与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演变创新的

过程，正因为历代民间艺人在传承这些艺术资源过程中的不

断创新，才使得我们的非物质文化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所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并不是让幼儿去

“全盘复制”这些传统艺术的方法和技巧，而是希望让幼儿在

观摩、体验的同时，能够对传统文化艺术进行个性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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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作。

每个幼儿的作品都会反映出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内心感

受，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就不同，所以我们鼓励并支持幼

儿的个性化创作。幼儿的思想是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我

们要在传统文化创作的过程中呵护和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

力，并且进行技巧上的支持和引导。

比如在“广州剪纸”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有的幼儿喜欢

给自己剪好的动物形象“穿上衣服”；有的幼儿喜欢给剪纸作

品加上“自己的表情”喜怒哀乐等等。我们都会很及时的进

行鼓励和表扬，并且进行技巧上的支持和引导。我们也会引

导幼儿从个性化的角度去鉴赏彼此的作品，体会创作者当时

的心理和想法。在今年是猪年，我们幼儿园开展以“猪”为

主题的剪纸创作中，幼儿们塑造了开心猪、苦闷猪等等，表

情各部不同。我们会引导幼儿从同伴的作品中看出创作者的

个性和心情。教给幼儿如何去欣赏他人的作品，同时转化为

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思路，让幼儿充分感受到传统文化艺术的

无限活力。

四、因地制宜，丰富教学活动开展形式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教育中，我们因地制宜，根据

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与自身园本条件，规划设计了三种符合

幼儿身心发展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活动开展形式：

（1）亲子创作：鼓励家长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
活动中来，让家长与幼儿“大手牵小手”，共同完成作品的创

作，以此实现家园互动的同时，传承民间艺术。（2）主题活

动：在传统文化教育的专用教室开展趣味展卖活动。幼儿在

这里可以扮演“民间艺人”，现场创作、展售自己的传统文化

作品；借助主题活动的开展来带动幼儿们的传统文化学习热

情，营造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创作的热烈氛围。另外还有（3）
幼儿之间互赠礼物，相互欣赏；（4）集中展示，师幼共赏；

（5）悬挂布置，装饰环境等等。通过多种多样的特色活动开
展方式，让幼儿在享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魅力的同时，

激发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兴趣，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幼儿园的传统文化教学活动当

中，让幼儿有了更加广阔的学习平台，幼儿们更加的自信和

活跃。在传统文化学习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与热情。通

过研究观察，我们发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教学活动

中，幼儿的文化审美能力、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得到快速的

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中，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真正的在

幼儿的心中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对幼儿的身心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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