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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民俗文化教育的融入策略
李　娟

江苏省高邮市送桥镇送桥幼儿园　225651

摘　要：促进幼儿认识、理解、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是中国学前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在对近 30 年幼儿传统文化认同

感培养的研究中，可见学前教育为此所做的探索和尝试，并逐渐从单纯的文化传承转变为对儿童文化的关注，实现文化传承

与儿童发展的双重价值。《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颁布和实施，

推进了学前教育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研究，形成强有力的价值支撑和方向引领，成为现在和未来学前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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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融入民俗文化教育的意义

在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幼儿园的传统节日

活动也逐渐丰富起来。幼儿对传统节日精神内涵不了解，没

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体验就不能萌发民族文化意识，更别谈对

家乡、祖国的归属感了。提升幼儿传统文化素养应建立在用

活动挖掘和调动幼儿的学习潜能以及参与的积极性之上。同

时，这样的活动又能将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相融合，让幼儿

在真实的活动中去感知、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幼儿园利用

民俗节日活动来促进幼儿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需要把握好民

俗节日活动与幼儿之间的关系。

（一）幼儿园民俗节日活动有利于幼儿心理品质的形成

学前阶段是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个性形

成和行为养成的重要阶段。民俗节日来源于生活，是在长期

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四川省成都市第十四幼儿

园和雅分园在开展民俗节日活动中以“培养健康、灵动、自

信、共情、明理的中国儿童”为核心，尊重儿童的个性化发

展。幼儿用自己的视角去理解民俗节日活动，在不断参与和

生发的活动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幼儿参与民俗节日活动的

过程就是自然习得良好品质的过程。

（二）幼儿园民俗节日活动有利于幼儿认知的发展

幼儿在民俗节日活动过程中会自然习得与节日相关的知

识。民俗节日都是通过人们的外在行为、语言、表情、服饰

等表现怎样过节，是外化的可通过直接感知获得的节日感受

和体验，不同于其他传统民间文化蕴含在语言、文字、艺术

作品中，对幼儿而言需要学习、理解后才能感知。我们以中

秋节活动为例，教师给幼儿讲中秋节的传说时，幼儿通过对

中秋这一传统节日的了解，对中秋的由来、中秋的习俗有了

初步的认识，从而促进其对节日认知的发展。在开展的民俗

节日活动中，我们通过讨论、提问、交流与分享等方式促进

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此外，传统民俗节日有周期性的特点，

时间的固定性和周期性便于幼儿认识和掌握四季。

（三）幼儿园民俗节日活动有利于幼儿社会规范的形成

民俗节日活动并不是个人单独的活动，是属于全社会的、

属于大家的，因此民俗活动可以增进幼儿对他人的了解。幼

儿园开展民俗节日活动时，幼儿可以从中体验到节日的一些

常规礼仪和文化禁忌等，还可以从中学习遵守相关的社会秩

序［2］。此外，幼儿参与传统民俗节日教育活动，还有利于

团结合作精神的培养。幼儿通过积极地参与这些形式多样的

民俗节日活动，与同伴友好交往合作，团结互助，从而提高

其社会交往能力［1］。

二、幼儿园融入民俗文化教育的现状

（一）民俗文化与幼儿教育的融合呈现单一化

部分幼儿园中使用民俗文化进行幼儿教育，但是其活动

形式较为单一。比如昆山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富饶，千百年

来有众多的民俗文化流传至今。但是，教师仅仅选用其中的

一种对幼儿实施融合教育。这种教育活动的实施将局限幼儿

的认知，无法充分发挥种类繁多民俗文化的教育力量。

（二）民俗文化与幼儿教育的融合呈现碎片化

通过观察，部分幼儿园并未将民俗文化与五大领域教育

活动全面结合，很多教师仅仅使用民俗文化与艺术领域、语

言领域等个别领域进行结合。这种问题的出现将导致幼儿无

法实现全面发展、达成全面进步。

（三）民俗文化与幼儿教育的融合呈现扁平化

通过了解，教师发现部分幼儿园中使用民俗文化实施幼

儿教育的时候并未将民俗文化的活动设置进行立体化设定，

教师仅使用民俗文化培养幼儿的一项能力，未引领幼儿在活

动中认知民俗文化、了解民俗文化。因此，民俗文化的存在

只是为幼儿教育服务，以扁平化的形象出现在了幼儿教育活

动中。

三、幼儿园民俗文化教育的融入策略

（一）借力民俗文化，引发幼儿求知欲

学习活动本身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孩子在学习知识过

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深度探索产生不利影响。古

人认为：“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由此

可见，要想完成知识学习，引发幼儿求知欲，必须从兴趣这

个视角出发，借助导入环节，完成认知激活。导入环节在教

学设计中的基础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幼儿教育阶段的导入，

必须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着手，采用更加鲜活、生动、形象

的形式，而民俗就是不错的选择。民俗内容包罗万象，种类

繁多，具有独特属性，能够适应幼儿阶段多元化的课程需求。

因此教师要革新导入环节，借力民俗文化，触动幼儿认知基

础，引发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欲［2］。幼儿园小班的孩子正处

于直觉行动到具体形象思维的过渡阶段，对直观可视的事物

有极强的好奇心。根据幼儿成长特点，在选择学习活动内容

和主题时，我们教师经过深度思考，将中国结这一具有传统

文化气息的事物呈现出来，供幼儿认识、学习。

（二）深挖民俗文化，增强课程厚重感

民俗文化之所以备受推崇，不仅因为其具有多样的表现

形式，还因为它是中华文化、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它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　10　2021 119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对强化民俗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有积极作用。将民俗融入幼

儿课程中，就是因为民俗具有的社会性、传承性特征。在现

代教学理念的影响下，教学实践中，教师已经能够有意识地

将民俗渗透到学习活动中，以此来吸引幼儿关注，增强课堂

趣味属性。然而大部分教师在融合民俗文化时，往往只注重

民俗的表现形式，不能将民俗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
［3］。显然，这样的教学设计是低效的，幼儿只是看了一番热

闹，情感体验不够深刻，借助教学提升幼儿综合能力的目标

也无法达成。在幼儿教学中渗透民俗文化，不仅要从形式方

面着手，更要将民俗的深刻内涵呈现出来，让幼儿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临近春节，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有意义的

年，教师设计了“春节知识知多少”的活动，旨在引导幼儿

了解春节风俗，感知习俗中蕴含的美好祝愿。教学伊始，教

师播放过年相关视频资料，课堂氛围瞬间变得热烈、浓郁起

来，幼儿表现得异常激动，欢天喜地。幼儿情绪被调动起来

后，教师引导幼儿思考：小朋友们，请大家回忆回忆，过年

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幼儿积极回答：收压岁钱、放鞭炮、

吃饺子、贴春联。在幼儿积极主动的思维活动中，教学活动

顺利推进。教师着重从贴春联这个方面展开解析。民俗不是

单一存在的，它有一定的事物作为载体，教师要以载体为切

入点，将幼儿的认知引向深处，充分挖掘出民俗的文化内涵，

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是科学高效的，课程设计也不会显得单薄。

四、结语

对儿童而言，文化就在真实的生活中，可看、可听、可

体验，民风民俗、民族节日、书法、戏剧、传统故事、民间

游戏……既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认知，也是可直接感知的文化

内容。中华传统文化给予中国人的是一种底色、一种基调，

在这样基础上的创造才会有根基，并成为无论在哪个时代、

哪个背景下我们基本的精神追求；幼儿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培

养成为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事，才能在幼儿的生命中留下

印记，让中国底色成为幼儿成长中不可缺少的那抹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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