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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探索
李志娟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541006；

摘要：本论文基于文化传承与幼儿发展需求，深入探索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课程设计与实施路径。通过系

统剖析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从理念、目标、内容、资源、模式等维度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提

出多元实施策略，并结合典型案例阐述实施效果，完善课程评价与反思机制。旨在为幼儿教育领域实现传统文

化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助力幼儿文化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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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下，传统文化渐趋边缘化，

传承重任赋予教育。幼儿教育作为价值观与文化认知塑

造的开端，意义深远。皮亚杰理论指出，幼儿期（0-6

岁）是思维发展关键期，此时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能借

幼儿好奇心与模仿力培育文化认同。但当下存在课程碎

片化、教学单一、协同不足等问题，制约教育实效，故

探究相关课程设计与实施策略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1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意义重大。在认知与情感层

面，蒙学经典、民间艺术等内容，可提升幼儿语言能力，

传递传统价值观，激发文化认同感；于社会性发展，传

统节日活动为幼儿提供社交场景，助其学习礼仪，增强

协作与集体意识；在文化传承创新上，幼儿以独特视角

参与活动，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

发展。

2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课程设计

2.1 课程设计理念

以“生活化、游戏化、体验化”为核心设计理念，

遵循《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幼儿身心发展规

律的要求，将传统文化与幼儿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摒弃

传统填鸭式教学，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创设丰富的

文化体验场景，让幼儿在“玩中学、做中学”。例如，

在学习传统节日文化时，将教室布置成节日场景，让幼

儿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节日氛围，实现从被动接受知识

到主动探索文化的转变。

2.2 课程目标

1.认知目标：使幼儿初步了解传统节日、民间艺术、

传统文学、传统礼仪等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能够识别

常见的文化符号，如春节的春联、剪纸，端午节的粽子、

龙舟等，并知晓其简单的文化寓意。

2.技能目标：培养幼儿在传统文化学习中的动手操

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例如，幼儿能

够独立制作简单的传统手工艺品，如折纸、泥塑；能够

用清晰、连贯的语言讲述传统文化故事；能够通过绘画、

舞蹈等形式表现传统文化内容。

3.情感目标：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与热

爱之情，培养幼儿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使幼儿

在文化浸润中形成积极的价值观与文化归属感。

2.3 课程内容

传统节日文化：系统选取春节、元宵节、清明节、

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重要传统节日，按照节日时

间顺序编排课程内容。在春节主题课程中，详细介绍春

节的起源、习俗，组织幼儿开展写春联、贴窗花、包饺

子、舞龙舞狮等活动；在端午节，带领幼儿了解屈原的

故事，开展包粽子、制作五彩绳、举办龙舟模型比赛等

活动，让幼儿全面感受节日文化的魅力。

民间艺术文化：引入剪纸、泥塑、皮影戏、刺绣、

脸谱绘制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剪纸教学中，

从简单的对折剪图案开始，逐步过渡到复杂的主题创作，

如生肖剪纸、风景剪纸；在泥塑课程中，引导幼儿塑造

各种传统形象，如十二生肖、神话人物等，培养幼儿的

审美能力与创造力。

传统文学文化：精心挑选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经典

诗词、成语故事、神话传说、民间童话等。针对小班幼

儿，选择简短、易懂的古诗，如《咏鹅》《悯农》，通

过配乐朗诵、情景表演等方式帮助幼儿理解诗词意境；

对于大班幼儿，讲述《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神话

传说，引导幼儿进行故事创编，培养幼儿的想象力与语

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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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仪文化：教授幼儿基本的传统礼仪规范，包

括家庭礼仪（如用餐礼仪、问候礼仪）、社交礼仪（如

见面行礼、待客礼仪）、公共礼仪（如乘车礼仪、参观

礼仪）等。通过情景模拟、礼仪儿歌学习等方式，帮助

幼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品质。

2.4 课程资源开发

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充分结合幼儿园所在地区的文

化特色，深入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江

南水乡地区，将当地的水乡建筑文化、丝绸文化、船文

化、茶文化等融入课程，组织幼儿参观古镇建筑，了解

丝绸制作工艺，开展“小小茶人”角色扮演活动；在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引入本民族的服饰文化、歌舞文化、

饮食文化等，邀请民族传承人到幼儿园展示民族技艺，

让幼儿感受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

利用家庭和社区资源：构建家园社协同育人机制，

鼓励家长参与幼儿传统文化教育。通过举办家长传统文

化课堂，邀请家长分享家乡的传统文化习俗；开展亲子

传统文化活动，如亲子手工制作、亲子诗词朗诵比赛等。

同时，与社区紧密合作，组织幼儿参观当地的博物馆、

文化馆、民俗村、非遗工坊等文化场所，邀请社区文化

志愿者到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讲座与体验活动，拓宽幼

儿学习传统文化的渠道。

开发数字化资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丰富多

样的传统文化数字化教学资源。制作精美的传统文化动

画短片，以生动形象的画面呈现传统故事；录制专业的

传统诗词朗诵音频、传统音乐演奏音频，方便幼儿随时

聆听学习；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

打造沉浸式传统文化学习场景，如虚拟参观故宫、体验

古代科举考试等，提升幼儿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

2.5 课程模式设计

采用主题式课程模式，围绕特定的传统文化主题，

整合语言、艺术、科学、社会、健康等多个领域的内容，

设计系列化教学活动。以“中秋节”主题课程为例，在

语言领域，开展故事讲述《嫦娥奔月》、诗歌朗诵《静

夜思》活动；在艺术领域，组织幼儿制作中秋灯笼、绘

画月饼、学唱中秋歌曲；在科学领域，引导幼儿观察月

亮的阴晴圆缺变化，了解月相知识；在社会领域，开展

中秋团圆分享会，让幼儿感受家庭团圆的温暖；在健康

领域，设计“玉兔跳”等体育游戏，增强幼儿体质。通

过这种跨领域整合的课程模式，让幼儿从多个角度深入

了解传统文化，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发展。

3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课程实施策略

3.1 创设传统文化环境

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传统文化环境，让环境成为

无声的教育者。在幼儿园户外环境中，设置传统文化主

题景观，如诗词长廊、传统游戏区、民俗文化墙等；在

室内环境中，根据不同的传统文化主题进行教室布置，

在走廊悬挂传统剪纸、年画，在活动室摆放传统手工艺

品、经典绘本、传统游戏道具，在班级角落设置传统文

化角，定期更新展示内容，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

让幼儿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3.2 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

游戏教学法：将传统文化学习与游戏深度融合，设

计丰富多样的传统游戏活动。除了“投壶”“踢毽子”

“跳房子”等传统体育游戏，还可开展传统文化益智游

戏，如“猜灯谜”“对对子”“传统故事拼图”等；角

色扮演游戏，如“古代市集”“宫廷宴会”等，让幼儿

在游戏中体验传统文化的乐趣，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传统文化知识，锻炼各项能力。

体验式教学法：组织幼儿开展丰富的传统文化体验

活动，让幼儿通过亲身实践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带

领幼儿到农田体验农耕文化，参与播种、浇水、收割等

农事活动，了解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开展传统美食制作

活动，如磨豆浆、做年糕、包饺子等，让幼儿在动手操

作中感受传统饮食文化的魅力；举办传统文化节日庆典，

让幼儿参与节日筹备、表演等环节，亲身体验节日的热

闹氛围。

故事教学法：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故事的教育价值，

采用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述故事。教师可运用多媒体手段，

结合精美的图片、动画、音效，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也

可邀请家长、民间艺人进课堂讲述故事，丰富故事讲述

形式。在故事讲述后，组织幼儿进行故事讨论、角色扮

演、故事续编等活动，引导幼儿深入理解故事内涵，培

养幼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3.3 加强家园合作

建立常态化的家园沟通机制，通过家长会、家长学

校、家园联系册、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向家长宣传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重要意义与方法策略，提高家

长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与参与意识。鼓励家长在

家庭中营造传统文化氛围，如与幼儿一起阅读传统文化

绘本，观看传统文化节目，共同参与传统节日活动；支

持家长带领幼儿参观文化场馆，参加社区文化活动；定

期开展亲子传统文化活动，如亲子手工制作大赛、亲子

诗词大会等，增进亲子感情的同时，促进幼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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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提升。

3.4 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

教师是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者，其传统文化素养直

接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幼儿园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传统

文化培训，培训内容涵盖传统文化知识、教学方法、课

程设计等方面。邀请高校专家学者、文化领域知名人士、

民间艺人等开展专题讲座与工作坊，传授专业知识与实

践经验；组织教师开展校内研讨活动，分享教学案例与

经验；鼓励教师自主学习，通过阅读书籍、参加线上课

程、参观文化展览等方式，不断丰富自己的传统文化知

识储备，提升教学能力与创新能力。

5 课程实施案例

5.1 案例背景

某幼儿园为提升幼儿的文化素养，增强幼儿对传统

文化的认同感，在中班开展了以“中国传统美食”为主

题的传统文化课程。该课程旨在让幼儿了解中国传统美

食的种类、制作方法与文化内涵，培养幼儿对传统饮食

文化的兴趣与热爱。

5.2 课程实施过程

1.前期准备：教师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幼儿对传统美

食的认知情况，收集传统美食的图片、视频、故事等资

料，布置教室环境，创设“美食一条街”主题区角，展

示各种美食模型、烹饪工具，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2.教学活动开展

在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课程实施中，以“中国

传统美食”主题课程为例，通过多领域活动展开教学。

语言活动中，教师讲述美食故事并组织分享会；艺术活

动里，幼儿绘画、手工制作美食，学唱美食主题儿歌舞

蹈；科学活动引导幼儿观察食材、做小实验；社会活动

举办“美食节”，幼儿模拟经营培养社交与经济意识；

健康活动开展“健康饮食小达人”，教导幼儿健康饮食

与用餐礼仪，全面提升幼儿综合素养。

3.家园合作：邀请家长参与课程活动，如家长进课

堂展示家乡特色美食的制作方法；组织亲子美食制作活

动，家长与幼儿共同制作传统美食，并拍摄照片或视频

在班级中分享；鼓励家长在家庭中引导幼儿了解更多传

统美食知识，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习惯。

5.3 实施效果

通过该主题课程的实施，幼儿对中国传统美食有了

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不仅认识了众多传统美食，还了解

了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与制作工艺。在艺术创作与手工

制作中，幼儿展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作品栩

栩如生。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社会交

往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在“美食节”活动中，幼儿能

够自信地与同伴交流、合作，顺利完成交易任务。同时，

幼儿对传统饮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了对本土

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6 课程评价与反思

6.1 课程评价

在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课程评价中，采用多元

方式。幼儿学习评价综合运用观察法、作品分析法与表

现性评价法，通过观察幼儿日常表现、分析作品、设置

任务情境，评估其知识掌握、技能发展与情感态度。课

程实施评价则从目标达成、内容适宜性等维度，借助问

卷、访谈及专家评审，收集多方反馈，客观评估并总结

经验问题。

6.2 反思与建议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活动组织形式单一、教

学内容难度设置欠精准、家园合作不均衡等问题。对此，

建议创新教学方法，运用小组合作、项目式学习等多元

形式，契合幼儿学习需求；强化幼儿学习情况的观察评

估，依个体差异调整教学难度；完善家园合作机制，开

展个性化沟通，提升家长参与度。同时，紧跟幼儿兴趣

与文化趋势，优化课程设计与实施，提高传统文化教育

质量。

7 结论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意义深远，对传承民族文化、

推动幼儿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经科学设计课程、构建体

系并采用多元实施策略，可激发幼儿文化兴趣，培育其

认同感与自豪感。实施时需重视环境创设、教学创新、

协同合作与教师发展，优化评价反思机制，以顺应教育

发展，为培育新时代人才筑牢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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