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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幼儿园开展国学启蒙教育的现实需要与这种需要暂时得不

到满足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构建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形成一种可

以复制的经验、可以推广的模式。开展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一定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与传

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结合起来，反观中国学前教育的民族性和本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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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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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f sinology in kindergartens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kindergartens to carry out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f 

sinology and the temporarily unsatisfied needs.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 practical system for the kindergarten sinology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and form a 

model that can be replicated and promoted. To carry out the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kindergartens, we must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combine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flect on the nationality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kindergarten; sinology;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本文抽样调研广东省幼儿园涉及20

所省级幼儿园，40所市级幼儿园，60所

县（区）幼儿园，80所未定级幼儿园，

100所茂名公办街镇中心幼儿园，幼儿园

总数300所，公办园180所，民办园120

所。资料显示，很多幼儿园开展得红红

火火，暴露出来的问题很严重，如重实

践轻理论，重形式轻内容等，幼儿园国

学启蒙教育现状堪忧。经过梳理，调研

所得的资料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为什

么要开展国学启蒙教育，二怎样开展国

学启蒙教育，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

好的解决。因此亟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

方面加以系统研究。 

1 幼儿园确实有开展国学启蒙

教育的现实需要 

梳理“为什么开展国学启蒙教育”

的材料，答案很多，政府重视、国学热、

弘扬传统文化等。举例来说： 

1.1有的幼儿园是领导让开展的。政

府领导来视察，对园长说：“为什么不开

展国学教育呢？”于是幼儿园闻风而动，

迅速开展。 

1.2有的幼儿园是投资商让开展的。

有些投资商在国外考察之后，发现国外

学校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回国之后，

往往要求自己所投资的幼儿园开展国学

教育。由于幼儿教师缺少有关国学启蒙

教育的知识储备，于是一些民营的国学

培训机构乘虚而入。 

1.3有的幼儿园是家长建议开展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不仅反映了家

长对幼儿园开展国学启蒙教育的迫切愿

望，而且反映了家长国学素养的提高，

还真不是幼儿教师读了《弟子规》等几

本蒙学经典所能忽悠的。 

1.4有的幼儿园是顺大流开展的，看

了别的幼儿园开展得热热闹闹，自己也

跟着开展。结果依葫芦画瓢，流于形式，

趋于媚俗。采用背诵、识记等简单机械

的方法，严重违背学前教育规律。 

1.5有的幼儿园是园长（教师）主动

开展的，并且能够渗透到游戏之中，有

一定的效果，但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 

总之，无论幼儿园开展国学教育的

原因是什么，是别人让开展的，还是自

己开展的，抑或是顺大流开展的，可以

推导出一个基本结论：幼儿园确实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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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国学启蒙教育的现实需要。 

2 目前幼儿园开展的国学启蒙

教育很粗糙 

梳理“怎样开展国学启蒙教育”的

材料，发现无论是开展过国学教育的幼

儿园，还是没有开展国学教育的幼儿园，

或者以国学为教育特色的幼儿园，答案

大致相同。概而言之，目前幼儿园的国

学教育活动有失有得。 

2.1选择一些重要节日，与一日活动

相结合起来，如父亲节、母亲节、中秋

节等，开展“孝道”等传统文化的教育，

这个比较好。但形式疆硬，往往突出国

学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脱离实际。 

2.2以游戏、情景剧等方式演义富

有教育意义的成语故事、古诗歌等，在

轻松快乐的环境中完成国学启蒙教育，

有的幼儿园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有的在

幼儿园传承地方文化的过程脱离实际，

如“少白故事”体现的“少白精神”，

等等。 

2.3让幼儿摇头晃脑地背诵古诗等，

甚至集体背诵（班级、年级、全园），小

学化严重。 

2.4私营机构开发的动漫等视频资

料，许多内容违背幼儿教育规律。 

总之，幼儿园的种种探索给我们研

究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提供了丰富生动

的案例。但是大量的教育活动违背《幼

儿教育学》《幼儿心理学》《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的基本要求，很多教师

片面强调背诵、理解，从而忽视幼儿“健

康快乐成长”的原则。任何幼儿教育活

动都要符合幼儿的“学习特点和接受能

力”。开展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稍不留

意， 容易突破这个规定。由此可以推

导出另一个基本结论：目前幼儿园开展

的国学启蒙教育很粗糙。 

3 幼儿园开展国学启蒙教育的

现实需要与这种需要暂时得不到满

足的矛盾 

如果把“为什么要开展国学启蒙教

育”、“怎样开展国学启蒙教育”两个问

题放在一起思考时，那么自然推导出第

三个结论：幼儿园开展国学启蒙教育的

现实需要与这种需要暂时得不到满足的

矛盾。课题《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理论

与实践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建

构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理论体系及实

践体系。从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定义、

内容、目的、原理、方法等问题出发，

形成一种可以复制的经验、可以推广的

模式，以满足目前幼儿园开展国学启蒙

教育的现实需要。课题组在调研的时候，

发现除了极少数幼教培训者之外，很少

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学（教

育）？什么是幼儿园的国学教育？只有

依次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

样”的问题，才算一个完整的、有序的

学术思辨过程。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到

以下四个方面： 

3.1要汲取已经丢掉的传统幼教精

华。中国古代“蒙学” 非常发达，自有

完整的教育体系，许多教育理念在今天

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些内容要系

统地梳理。 

3.2课程设置要与实际结合起来，不

能一味媚俗，追求集体演出的效果。 

3.3教育方法要防止小学化，不能片

面地强调背诵、理解等。 

3.4教育环境的创造一定要遵循“幼

儿世界”的原则。 

4 解决矛盾的对策 

随着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深入开

展，必然要涉及师资问题。解决师资，

一靠培训（培训机构），二靠课程（专业

学校）。短期内解决师资问题主要靠培训

机构的国学启蒙教育专题培训，长期解

决师资问题主要靠学前教育专业院系的

学科建设。因此，研究工作可以分两步

走。一是针对幼儿园而言，做好《幼儿

园国学启蒙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课

题研究工作，二是针对专业学校而言，

做好国学教育专题培训、国学教育课程

建设的课题研究。这两步密切相连，彼

此照应。因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4.1转变思想观念 

4.1.1以“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

说法取代“幼儿园国学教育”的说法 

笔者在广州增城调研的时候，有一

位园长说：“我原以来幼儿园国学教育

就是让幼儿摇头晃脑地背诵古诗词。”

可见，“幼儿园国学教育”的说法很容

易让人产生“摇头晃脑”式背诵的感觉。

如果加上“启蒙”，就会大大降低这种

认识， 起码人们的“接受的舒适度”

会更高一些。不仅如此，“启蒙”一词

不仅体现了幼儿教育的独特性，而且

“蒙”字与中国古代的“蒙学”沟连在

一起。我们在建构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

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时，应立足传统，

重在创新，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幼儿的身心特点决定了幼儿教育必须

是启蒙的，必须坚决反对在幼儿园开展

各种“小学化”的国学教育活动。过度

的机械地背诵识记不符合幼儿教育的

要求。因此“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

说法比“幼儿园国学教育”的说法更符

合这一要求。 

4.1.2要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包容目

前幼儿园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国学教育

活动 

那位园长所说的话是在自我批评，

但是笔者担心她在以后的教育活动中会

极力反对背诵（吟诵）式的教育方式。

其实大可不必，背诵（吟诵）的教育方

式在中国存在几千年，肯定有其合理的

地方。况且国内外有许多人到处奔走，

强烈呼吁不同程度地恢复这种教育方

式，而且声音越来越强烈。对待这种声

音，我们不能拒之门外，听耳不闻。如

果我们把背诵（吟诵）视作一种游戏，

并通过有效的教育活动组织，把它变成

孩子们喜爱的游戏，是符合幼儿教育要

求的。 

4.1.3不能严格区分国学教育与非

国学教育 

开展国学教育，绝对不是把其它的

非国学教育（西方教育理念、方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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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中国。在幼儿园大力开展国学启蒙

教育就是要在国际学前教育领域中的增

加中国元素，这个元素由小变大，慢慢

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

中国学前教育品牌。这个品牌是开放的，

兼容的，完全能够把西方的教育理念、

教育方法吸纳进来。没有兼蓄并纳、大

气谦和作为前提，片面突出“以我为主”

很可能演变成“盲目排他”，这在实际工

作中是有害的。 

4.2精选国学启蒙教育素材 

开展国学启蒙教育的同时，应该看

到许多国学素材是不适合开展启蒙教育

的，或者不能提前开展的。这就涉及了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问题，只

有经过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才能国际化。

因此教师要具备有关国学的通识性知

识，选择适于幼儿身心发展的国学教育

素材。就连《弟子规》《论语》等公认的

蒙学经典都有许多不适合幼儿的内容，

何况其它的呢？ 因此选材很关键，不少

机构已经做了很好地探索。 

作为幼儿园园长，要不断优化知识

结构，把国学启蒙教育 纳入“引领发

展”、“能力为重”、“终身学习”等理念

之中。《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强调“文

化育人”的重要性，要求园长“了解幼

儿园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掌握促进优

秀文化融入幼儿园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因此，幼儿园园长要提升国学启蒙教育

理念，掌握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方法

和途径。 

针对幼儿教师而言，要提高国学素

养，理解国学启蒙教育的专业知识，增

强国学启蒙教育的专业能力，并熟练掌

握国学启蒙教育的方法。针对幼儿而言，

只要幼儿健康快乐地成长，国学启蒙教

育活动就算成功了。幼儿教育的国学素

材绝不能突出成人希望“深度”，它仅是

一个“启蒙”而已。 

4.3研究适合幼儿教育的国学启蒙

教育的方法 

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活动都要恪守

“以幼儿为本”的要求，要符合“游戏

原则”。幼儿园国学启蒙教育的方法，应

是融合讲、演、游戏、吟诵等手段为一

体的一种方法，是让幼儿全部参与的经

济实用的方法。它不应需要投入太多的

人力、物力、财力制作卡通、动漫、视

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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