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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婺剧是浙江婺州大地上的一朵“奇葩”,具有“声腔优美、表演生动、舞台表演形式多样”等

特点。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婺剧,被誉为“百戏之祖”,同时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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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 opera is a "unique flower" on the land of Wuzhou, Zhejiang Provinc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autiful voice, vivid performance and various forms of stage performance".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u opera is regarded as the "ancestor of all kinds of opera" and is listed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which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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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遂昌县妙高中心幼儿园充分利用地方非遗婺剧这

一本土资源,积极开展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

的探索与实践。在积极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

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幼儿园课程内容与实施体系。在此,我结合多

年的实践经验,与大家分享我园在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

园课程建设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实践。 

1 “四个结合”,丰富课程内容 

1.1与本土资源相结合 

我们把地方非遗婺剧融入幼儿园课程建设中,丰富幼儿园

课程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地方非遗婺剧与本土资

源相结合,通过挖掘本土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如：在

社会实践活动中带领孩子走进厨娘牡丹亭观看婺剧演出；在家

长助教活动中邀请当地婺剧演员到园开展助教活动；在主题活

动中开展“我的家乡”主题等一系列活动培养孩子对非遗婺剧

的喜爱。[1]二是将地方非遗婺剧与本土资源相结合,通过教师培

训、学习、外出观摩等方式,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三是将地方

非遗婺剧与幼儿园教学相结合,我们将地方非遗婺剧融入幼儿

园教学中,让幼儿在与地方非遗文化互动中感知传统文化的魅

力。如：在美术活动中开展“画脸谱”、“设计戏服”等主题活

动。四是将地方非遗婺剧与幼儿园主题活动相结合,如：在区域

活动“我是小小艺术家”中,我们将地方非遗婺剧融入其中。[2]

我们努力营造浓郁的区域文化氛围：在班级文化布置中创设“婺

剧文化墙”；在楼道、走廊、教室等场所布置“婺剧元素”。这

些举措的开展让幼儿对家乡婺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激发了他们

对家乡的热爱之情。[3] 

1.2与教师专业成长相结合 

为了让地方非遗婺剧更好地融入教师的日常工作中,我们

对教师进行了全方位培训。如：一是分层培训。通过“理论+

实践”“集体+个别”的方式,开展了分层次的培训。二是园本培

训。我们通过主题教研、案例研讨、课程观摩等形式,对教师进

行针对性培训,让教师了解地方非遗婺剧的特点及如何运用地

方非遗婺剧开展教学活动,提高教师对地方非遗婺剧的认识,让

教师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和守护者。三是园本教研。[4]我们

利用园本教研活动,组织教师们学习地方非遗婺剧的相关知识,

让教师们深入了解婺剧文化；通过开展主题教研活动,让教师们

将地方非遗文化与幼儿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不断激发他们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四是外出观摩。通过“走出去,带进来”组织老

师们外出学习,向姐妹园取经,把我们好的东西带出去,把他们

好的活动及适合我们园的东西利用起来。 

1.3与区域活动相结合 

在幼儿园,区域活动是幼儿重要的活动形式。在区域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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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挖掘和利用乡土资源,从幼儿的兴趣和发展需要出发,

创设适合幼儿发展的环境。如：我们利用身边环境条件和遂昌

婺剧资源,开发了“婺剧小镇”“婺剧之星”等区域。[5]在这些

区域中,孩子们通过观看演出及视频、区域表演、六一汇演等活

动,感知婺剧和其他地方戏的不同,感受婺剧的韵味,使非遗文

化成为孩子们 感兴趣的话题。如：“婺剧小镇”中有一项是“婺

剧知多少”活动,孩子们以绘画、泥塑、剪纸、画脸谱、设计戏

服等多种形式,记录了他们眼中的婺剧人物的美。在“婺剧小镇”

区域中,孩子们通过观看和表演并用图画书的形式记录了婺剧

的韵律之美。在“婺剧之星”区域活动中,孩子们利用表演与绘

画相结合的方式展示自己感兴趣和熟悉戏曲及人物,并将自己

的绘画作品投放到美工区中。这些活动与地方非遗婺剧相结合,

丰富了幼儿区域活动的内容,有效促进了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2 “两个结合”,创设课程环境 

在地方非遗婺剧融入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实践中,我们重点

从两个方面创设课程环境,一是结合地域文化环境创设课程环

境,比如,我们将婺剧艺术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将地方非遗婺

剧与幼儿园特色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的教学模式,通过教师的示范、引导、启发、鼓励、激励等

方式引导幼儿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二是结合园本特色资源创设

班本课程。陶行知先生活的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

我园毗邻汤公园,汤显祖文化浓郁,对汤显祖在遂昌上任时撰写

的牡丹亭甚是熟悉,而后人根据其撰编的婺剧牡丹亭更为熟悉。

因此,利用本土资源能更好地促进非遗文化与特色课程的开展。 

2.1结合地域文化环境创设课程环境 

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墙饰和文化墙,不仅有效地丰富

了幼儿园的文化内涵,还成为幼儿学习和欣赏婺剧的主要场所。

在环境创设中,我们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审美需要,设计制作了

各种风格的婺剧装饰品,如脸谱、服装、道具等。这些装饰不仅

体现了婺剧艺术的精髓,也符合幼儿的审美需要。此外,我们还

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乡土资源,在操场、楼梯等公共空间设置

“婺剧”艺术主题活动区,将地方非遗婺剧与幼儿园环境相结合,

让幼儿在动手操作中感受传统艺术。 

2.2结合园本特色资源创设课程环境 

环境是幼儿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课程内容的重要

载体。我们始终以幼儿为中心,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身心发

展特点,将地方非遗婺剧与幼儿园整体环境相结合,充分利用了

幼儿园内外的环境资源,将婺剧元素融入幼儿园整体环境中。这

些环境创设不仅有效地丰富了幼儿的生活经验和认知经验,同

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幼儿参与地方非遗婺剧学习的积极性。 

3 “三个结合”,建设课程资源库 

3.1充分利用国家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准 

在材料的提供中,教师根据幼儿发展的需要和认知水平,为

幼儿提供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婺剧活动材料,如在《小青蛙找

家》游戏中,教师提供夹板、板鼓、扁鼓、大锣、小锣等打击乐

器材和相关的音乐类活动材料,游戏中老师们用夹板敲击节奏,

让幼儿体验节奏感和韵律感；在一日生活中,教师根据幼儿的兴

趣和发展需求,提供适宜的材料。在区域活动中,我园教师将婺

剧与游戏活动结合起来,让幼儿体验婺剧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以

及游戏带来的快乐。 

3.2充分利用幼儿园教学用书 

在整个课程实施过程中,我园教师充分利用身边的各种资

源为幼儿提供适宜、优质、丰富的婺剧音乐类活动材料,如婺剧

脸谱画、婺剧服装道具等材料。这些材料能够满足幼儿对婺剧

艺术的认识和了解,激发幼儿参与婺剧艺术活动的兴趣,促进幼

儿对婺剧艺术的了解和掌握。 

4 “四个结合”,完善课程体系 

4.1与课程开发相结合 

小班幼儿的语言、动作、认知等方面都处于发展的初级阶

段,所以在创编婺剧《七品芝麻官》时,我们在保持原有内容和

风格不变的前提下,对每一个情节、动作进行了适当的改编。中

班幼儿语言能力发展较快,他们已初步认识了婺剧《七品芝麻

官》中人物的动作和语言,他们可以根据剧情需要对动作和语言

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编,所以在创编《七品芝麻官》时,我们更多

地考虑了幼儿的年龄特点。 

4.2与课程评价相结合 

课程评价是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教

师教学工作的一种反馈,更是教师调整和改进教学活动的重要

手段。在课程评价中,我们注重幼儿学习活动的过程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相结合。首先,在幼儿学习活动中,注重对幼儿自主学

习能力、探究性学习能力等方面的评价,提高幼儿的学习积极性

和主动性；其次,在幼儿学习活动后,注重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

价和改进,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再次,在幼儿园课程评

价中,注重对幼儿园课程设置、教育内容、课程实施和教育效果

等方面的评价,促进幼儿园课程建设。 

5 “六个结合”,提升教师素养 

在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中,教师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为了提升教师素养,我们积极开展“六个结合”,

即：活动与教研相结合、理论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与培训相结

合、培训与自我提升相结合。在活动中,我们以“六个结合”为

抓手,使教师对地方非遗婺剧的认知从感性到理性,从而促进教

师的专业成长。让孩子们通过游戏、音乐、故事、演出等多种

形式在活动中感受婺剧文化的魅力,使他们喜欢婺剧。我们还组

织教师参观姐妹园,利用夜学时间组织教师学习婺剧文化、表演

技巧等相关知识；邀请婺剧传承人到幼儿园指导教学,通过一系

列的学习与交流,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让理论指导实践。如在

婺剧课程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将课程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教学目

标；将活动方案转化为具体的教学活动；将教学活动转化为具

体的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转化为具体的教学环节；将幼儿活

动转化为具体的教育行动等等。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对地方非

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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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提升方面,我们注重培训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培训来

提高教师对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通过培训来提高教师对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

建设意义的认识。 

在培训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我们注重培训与自我提升相

结合。在培训中我们要求教师认真学习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具

体操作方法、典型案例和评价标准等内容；在自我提升方面我

们要求教师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和课题立项,将自己对地方非遗

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思考进行记录并撰写成论文或

案例。 

6 “五个结合”,提高家长参与度 

6.1与“幼小衔接”相结合,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目标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

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

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

设要与“幼小衔接”相结合,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目标。我们首

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幼儿学习婺剧的兴趣与特点,了解了幼

儿对地方非遗婺剧的认识、理解、喜爱程度,分析了幼儿在婺剧

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和能力等。根据幼儿园《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指导要求,结

合我园实际情况,从地方非遗文化的角度出发,同时,结合幼儿

发展目标和学习特点,确定了《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

程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内容包括：地方非

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地方非遗文化在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中

的实践与探索、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原则

与方法、实施建议等。该方案为我们在“幼小衔接”中开展地

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提供了有效指导。 

6.2与“幼儿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创设富有特色的园本课程 

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不仅要有特色,也

要具有鲜明的文化内涵,以充分体现出幼儿园的办园特色。因此,

在园本课程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环境创设这一载体来凸

显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文化特色。 

我们把地方非遗婺剧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内容与

“幼儿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将园所环境创设分为三个层次：一

是将园所环境打造成集婺剧元素、乡土气息于一体的文化氛围；

二是将园所环境打造成体现地方非遗婺剧元素、体现乡土特色

的文化氛围；三是将园所环境打造成体现乡土气息氛围。在一

楼大厅我们设计了以“婺剧脸谱”为主题的区域,孩子们通过欣

赏、讨论等方式来了解脸谱文化；在二楼走廊设计了以“婺剧

人物”为主题的区域,让孩子们通过欣赏、讨论等方式来了解婺

剧人物形象。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开展要紧紧围绕“八个结合”,

即课程内容与幼儿发展相结合、与幼儿园文化相结合、与社会

需求相结合、与教师专业成长相结合、与家长资源相结合、与

课程建设相结合、与幼儿全面发展相结合和与特色品牌活动相

结合,从而凸显出幼儿在我园的课程建设中的核心素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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