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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沉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在众多优秀传统文化中,

有众多文化资源可作为学前教学体系中的教学资源,能够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格。然而,随着世界文化

的多元化、跨国界发展,当前社会大众对境外文化给予很高的关注,各个地区相继开设了各类“双语”幼

儿园、国际幼儿园,因此造成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前教育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为有效避免这一现象的

发生,当前各幼儿园应在日常教学中积极渗透中华传统文化,为幼儿群体构建相应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活动,如此不仅能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能够帮助通过该类活动帮助幼儿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思想品格。本文将以幼儿教育作为研究主题,首先分析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

中的重要应用价值,并探讨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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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long history,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ivilization has precipitated a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Among the many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s, there are many cultural resources that can be 

used as the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preschool teaching system, which can help children to form a good 

character.However,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e, the current public 

pays high attention to overseas culture, and various "bilingual" kindergartens and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s 

have been opened in various regions, so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gradually develops in the direction 

of marginalization in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this 

phenomenon, the current kindergartens should actively infiltrat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ir daily 

teaching, and build correspond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activities for the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which can not only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help children develop good behavior habits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 

through such activities.This paper will take young childhood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theme, first analyze the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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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当前社

会发展过程中,国外各个国家的文化充斥着我国文化领域,随着

国外多元化文化的引入,当前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积淀对人们

的影响逐渐减小,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于幼儿的思想品格与三观

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当前学前教学体系中,做好传统文

化教育,是当前学前教学体系应重点关注的重要课题。 

1 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1.1帮助幼儿接纳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在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学前教育体系具有非常优

越的先决条件。《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无论是家

长还是教师都应给予幼儿生活中呈现出的独特价值给予高度重

视,尊重幼儿自身的好奇心以及面对新事物时的学习兴趣,还应

为幼儿的身心发展建构良好的教育环境。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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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中沉淀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不乏有种类繁多的

传统美德与优秀文化。这类文化不仅能够丰富幼儿对世界、对

生活的认知,提升幼儿自身的行为能力,同时也是对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学前教育体系是我国

基础教育领域的先行者,承担着传承与发扬我国传统民族分化

的责任与义务。幼儿教师应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为幼儿群体建构

一个能够传播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环境,将优秀传统文

化渗透在幼儿各个教学活动中,帮助幼儿接纳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含的精髓,同时也能够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 

1.2培养幼儿的民族认同感、荣誉感与自信心 

民族认同感、荣誉感以及民族自信心需要在学前教育体系

中逐渐渗透,旨在激发幼儿群体心中的爱国情感。在我国众多优

秀传统文化中,很多历史文化都能够呈现出浓厚的民族精神,如

精忠报国岳飞、民族小游戏中的垒城墙、传统文化中的诗经、

唐诗宋词等等。这些文化的渗透,能够为幼儿建构一个奋发向

上、团结友爱的生活成长环境,帮助幼儿群体提升自身修养,激

发幼儿自身的民族认同感与荣誉感。与此同时,我国传统节日丰

富多彩,历史悠久。每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习俗是

帮助幼儿形成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教学资源,通过经历与参与各

个传统节日,能够呈现出我国人民对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历

史的铭记之情,同时也是对精神原乡的不断追寻,对于培养幼儿

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非常重要的助推效应。 

2 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2.1在区域游戏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区域活动是结合不同年龄层次的幼儿成长特点建构的具有

空间局限性的教育活动。教师通过将班级中的幼儿群体进行分

组或者结合的方式,引导幼儿对未知事物进行自主选择与探索。

在该类教育活动日常开展中,教师可将其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

全面结合,在区域活动中设定一些独特的主题,使幼儿在教师的

引导下。自主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幼儿能够接纳与

认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例如：教师可在区域活动中为幼儿创设“心灵手巧小工匠”

这一区域活动。通过该活动引导幼儿理解并感受我国民间特有

的印染方法。在活动开始之前,教师需准备不同颜色的染料、剪

刀、纸巾、塑料吸管、橡皮筋、喷壶等工具投放在活动区域中。

活动开始时,教师首先可通过多媒体课件以及相应的教学视频,

为幼儿展示扎染的方法与过程,并为幼儿示范扎染。在教师讲解

完毕后,可引导幼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自主选择想要印染的材

料并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折叠与染色。在活动结束以后,

教师可将幼儿完成的扎染作品投放至班级一角或者美工区中。

通过这一区域游戏的建构,能够使幼儿在动手活动中深刻体会

我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独特风采,且在活动参与过程中,通过幼儿

自主完成点染、晕染等不同类型的印染方式,能够全面激发幼儿

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2.2在主题活动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在我国优秀的历史发展中流传下来多个传统节日,每个传

统节日不仅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构成,因此是非常理想的传统文化教育素材。每个传统

节日都具有强烈的代表性以及独特的节日习俗。教师可根据不

同传统节日的特色与风俗,为幼儿建构独特的主题活动,引导幼

儿在主题活动中,进一步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提

升幼儿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例如：端午节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不同地区在

端午节来临之际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习俗。教师亦可针

对个该节日为幼儿建构主题活动。首先,教师可在班级中的阅读

区,与幼儿们一起分享《屈原投江》的传说故事,通过为幼儿们

播放短片,阅读绘本,引导其认识端午节的由来。并通过与幼儿

群体一起说唱有关端午节的童谣,使幼儿们能够全面认识到端

午节的各项风俗习惯。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为幼儿们展示各类粽

子的图片,并为其准备包粽子的各项材料,如糯米、粽叶以及棉

线等等,在教师的引导下,帮助幼儿独立完成包粽子、煮粽子。粽

子煮熟以后,教师可与幼儿们一起品尝粽子,交流粽子的口味以

及粽子的由来。通过这一主题的建构,能够让幼儿群体深入体验

与感受我国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能够有效培养幼儿自

身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团结互助的习惯,既传承了优秀传统文

化,同时也让主题活动发挥出其独有的教育功能。 

2.3在日常教学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学前教育领域著名学者虞永平指出：“每个幼儿园都处

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及社会文化中。每个区域内都蕴含着丰富的

教学资源,这些教学资源深受幼儿喜爱,能够引发幼儿自身的自

主学习动力。”因此,教师应在开展日常教学活动中,积极将本土

传统文化引入到日常教学课程中。在此过程中,教师可将幼儿园

当地特有的风俗习惯、名山大川或者特色文化,通过将这些元素

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使幼儿能够在接受活动中充分感受到自己

家乡的传统文化,如此可有效提升幼儿自身的民族自信心与责

任感。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教师在选择地方传统文化时,应选择

一些富有丰富地方传统特色的文化,从幼儿耳熟能详的风俗习

惯入手,循序渐进,由简到难的在教学活动中渗透传统文化,并

通过幼儿易接受的方式传递给班级中的幼儿群体,使一些幼儿

难以理解的教育内容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育主题,进而让幼儿

能够潜移默化地感受到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历经千百年流传下来

的瑰宝。将其应用在幼儿园日常教学活动中,不仅能够丰富学前

教学体系中的教学形式,同时通过教师潜移默化的引导以及特

色活动主题的建构,能够使幼儿在学习与活动中,全面接纳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并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最终实现幼儿

自身的健康成长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本文通过将

优秀传统文化应用至幼儿园教学领域中,通过案例分析法,深入

剖析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教育的应用路径,旨在为幼儿的成长,学

前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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