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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在幼儿园游戏课程中实践研究
谢　亭

四川天府新区煎茶幼儿园　610000

摘　要：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将茶文化融入幼儿园游戏课程，符合幼儿学习发展的特点。本文探讨茶文

化在幼儿园游戏中的实践，希望能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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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是我国教育中最基本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重要部分。它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未来的全面发

展。将中国茶文化融入到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可以让孩子们

接受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熏陶并继续传承。

一、茶文化在幼儿园游戏课程中实践的意义

（一）有益于幼儿健康游戏精神

幼儿在生活和游戏中学习，通过亲身感受、体验、操作、

探究，不断地加深对自我、对他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进

行有意义的自我构建。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将茶文化融入幼儿园游戏课程，能让幼儿在游戏活

动中感受、体验茶文化中优秀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精

神文化，滋养幼儿的“真、和、美”的游戏精神。

（二）有助于课程建设

茶文化作为一种与幼儿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资源，与幼

儿园园本课程建设存在契合点。文化来源于生活，幼儿生长

在现实的生活之中，幼儿园课程作为文化教育的载体，应与

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茶文化是幼儿生活中的重要文化内容，

与采茶、泡茶、品茶等一系列茶文化相关的活动是幼儿可感

知、可操作的日常社会文化活动，它的生活性、实践性、综

合性与幼儿园游戏课程的特点是一致的。利用茶文化资源构

建具有地域特色的园本游戏课程，是有效提升当地幼儿教育

质量的重要途径。

（三）推动文化传承

幼儿园课程应具有传承优秀地方文化的功能，茶文化作

为优秀的地方文化资源之一，将其融入幼儿园游戏课程，一

方面有利于地方文化的传承，让幼儿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内化

和认同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地方特色游戏文化的创

新，让幼儿园游戏课程内容彰显地方特色。

二、茶文化在幼儿园游戏课程中的实践路径

茶文化一直是幼儿文化教育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我

们园区设计有书屋、艺术坊、博物馆、小厨房、表演园、茶

园等六个茶文化功能室，提供幼儿活动空间。

（一）物态层面

茶文化可以通过游戏发展幼儿的认知能力物态层面是茶

文化结构的表层部分，是幼儿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茶文化内容。

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有关茶的物质生产过程，

如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保存等；另一方面是指有关茶

的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实体性成果，如各种茶叶、茶水、茶馆

（或茶室、茶座）、茶具、茶书、茶画、茶的历史文物等。在

物态层面上，茶文化是一种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文化，将茶文

化融入游戏可为幼儿提供亲身操作的机会。在游戏过程中，

幼儿通过亲历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等过程，通过眼、手、

鼻、口等多种感官感知茶叶的色、香、味等。通过多种形式

让幼儿参与泡茶、饮茶、操作茶具等活动，在此过程中，幼

儿自然习得茶叶的生长过程、茶叶的加工、泡茶的流程、茶

具的摆放等方面的知识，幼儿的感知觉、思维、观察力、记

忆力等认知能力就能获得全面发展。

（二）制度层面

茶文化可以通过游戏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制度文化是

茶文化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中间层面，构成了茶文化的个

性特征，包括茶礼和茶俗两个部分。“茶礼”是敬茶的礼节

仪式，是在茶事活动中形成的，并得到共同认可的一种礼节、

礼貌和仪式。我国茶界泰斗张天福先生将他毕生对茶的研究

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俭、清、和、静”之茶礼，体现了中

华民族一直以来推崇的高尚境界和处世哲学。茶俗是民间风

俗的一种，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是人们心态的折射，

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茶俗的特点和

内容就不同。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

联谊等习俗。在游戏中，幼儿可通过角色扮演，模拟生活情

境，体验茶文化中角色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教师也可通

过游戏再现茶礼、茶俗等茶文化，教会幼儿基本的社会礼仪

和社会行为规范。

（三）精神层面

茶文化可以通过游戏培养幼儿的健康人格精神层面是茶

文化结构的内在部分，需要幼儿通过学习茶文化、接受茶文

化的熏陶来领悟。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茶德、茶道、茶

艺。茶德，简言之，即对饮茶人的道德要求，中国当代茶学

专家庄晚芳提出，茶德应是“廉俭有德，美真康乐，和诚处

世，敬爱为人”的思想品质。茶道是一种以茶修身养性的生

活方式，让人通过品茶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参禅悟道，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种达到人格健全

与精神享受目的的艺术文化。茶艺是茶道精神指导下的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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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包括泡茶的技能、品茶的艺术，以及在行茶过程中以

茶为媒介去沟通自然、内省自身、完善自我的心理体验。茶

艺涉及人、茶、水、器、艺、境六要素，与自然、人文、礼

仪、音乐、美术、手工等内容交叉。在精神层面上，茶文化

是一种具有较强体验性的文化，而游戏为幼儿提供了亲身体

验的机会。在游戏过程中，幼儿可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

修心养德、陶冶情操、感悟美学。教师也可以通过游戏进行

教学，丰富幼儿的道德感、价值观、审美感，促进幼儿健康

人格的形成。

三、茶文化融入幼儿园游戏创新思路

第一，创新游戏内容。创新游戏的内容可运用拓展法、

拼合法、发散引导法三种方法。拓展法是指在保持原有游戏

完整性的基础上对游戏的整个内容进行拓展。例如，当幼儿

对有关茶的歌曲游戏失去兴趣时，教师可以给歌曲加上动作

等，让幼儿进行茶舞表演。教师也可以创设茶叶收获季节的

情境，让幼儿玩“采茶、晒茶、炒茶、制茶”的体育游戏，

在音乐活动的基础上拓展表演游戏、体育游戏，甚至可以编

成一个有故事情节的游戏。拼合法是指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游戏的动作技巧根据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方法。如在主题建构游戏“中国茶楼”中有机串联有关茶的

诗词游戏、角色游戏等。发散引导法是指根据幼儿在游戏中

的表现，引导幼儿根据游戏发散思维，想出不同的游戏内容

的方法。如体育游戏“快乐的采茶工”中，教师除让幼儿参

与采茶的游戏外，还可以引发幼儿想象晒茶、炒茶、制茶的

游戏内容。

第二，创新游戏形式。创新游戏的形式可从游戏的组

织、游戏人员的参与、材料投放三方面展开。在游戏的组织

上，可以采取把不同类型的游戏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方法。例

如，在角色表演中，教师可融合结构游戏，请幼儿利用各种

大型积木以及各种辅助道具搭建大型茶馆建筑，利用七巧板

拼接茶马古道。融合语言游戏，在墙上张贴各种有关茶的诗

词、成语，投放有关茶的书籍和各种茶的图片、汉字，让幼

儿在“经营”茶馆时吆喝、朗诵。融合美术游戏，利用捏泥、

粘贴、折纸等方式制作茶壶、茶杯等。融合表演游戏，让幼

儿表演采茶戏。在游戏人员的参与上，可以采取混龄游戏和

亲子游戏的方式。如在体育游戏“快乐的采茶工”中，教师

可以让小班幼儿扮演采茶工，中、大班幼儿充当采茶路上的

各种障碍物。如在戏剧表演———“采茶戏”中，可以采用

父母唱、幼儿演的方式。在游戏材料的投放上，应注重利用

本土材料和自然材料。幼儿园可利用当地茶文化资源布置幼

儿园的环境，如用有关茶文化的照片、幼儿茶文化绘画作品

等进行墙面装饰，在角色区里布置当地茶叶展示区、茶具展

示区等。

四、茶文化的其他应用

（一）融入幼儿园其他课程

茶文化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教育资源，它的实施场域

是多样化的，除融入幼儿园游戏课程之外，还可以融入主题

课程、区域活动、一日生活活动、五大领域教学活动之中。

以五大领域教学活动的融合为例，在语言活动中，可融入有

关茶的故事、诗歌、儿歌、童谣等；在社会活动中，可融入

有关茶的文化，包括中国名茶、四大茶区、认识茶具、古法

炒茶、茶道礼仪等；在科学活动中，可融入有关茶科学的知

识，包括茶叶的种类、可以喝的叶子等；在健康活动中，可

融入有关茶的健康文化，包括自制保健茶；在艺术活动中，

可融入有关茶文化的艺术元素，包括采茶歌、采茶舞、设计

茶商标、设计茶壶等。

（二）开发地方游戏资源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教育活动，是促进幼儿获得发展的

一种途径。我国的幼儿园游戏课程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

资源，面向未来，幼儿园游戏课程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在宏

观层面，幼儿园应营造开发特色游戏课程资源的氛围。相关

学前教育部门、幼儿园管理者、幼儿教师、家长，应该在政

策层面、理念层面、实践层面倡导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建

设，加大对本地区优质特色资源融入幼儿园游戏课程的支持

与关注力度。

五、结语

教师应将茶文化渗透到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具体环节中，

使其能够起到培养幼儿个人行为的作用。在活动设计过程中，

认识幼儿心理认知水平和工作学习能力的成长，对幼儿实施

渗透茶文化的实践指导，让幼儿接受健康的艺术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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