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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学习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趋势，但学前儿童作为身心尚在发展的群体，往往在这一趋势

中被忽视。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过程中，学前儿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学前

儿童各年龄段的不同授课方式的选择、幼儿园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环创设计以及如何提高学前儿童

的接受程度等多方面存在问题，为进一步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前儿童领域的传播，加快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进程，国家、幼儿园、教师、家庭、社区等各主体都应采取对应措施助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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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learning and spreading th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become the trend, 
but preschool children, as a group still developing in body and mind, are often ignored in this 
tre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or example, preschool children have a low level of awareness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choosing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t different ages. There is a lack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about the excel-
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kindergartens and ways to improve the accepta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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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eld of preschool children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
tional culture in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e state, kindergartens, teachers, families, com-
munities and other entities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help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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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时代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和

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内涵博大精深的文化 [1]。中国五千年文明可谓博大精深，

如今国风兴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适应全球趋势，深受世界的喜爱。

在我国，各个领域都能看到中国风的缩影，国潮品牌、国风文创、国学馆等新型产品层出不穷，这也正

是一个机遇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 
在教育层面，中办国办于 2017 年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而 2021 年教育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教育部首次对中小学课程教材如何有效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行顶层设计 [2]。各地各校

认真学习贯彻，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落实教育部的政策要求，坚持立德树人的基本观念，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教育工作。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学前儿童教育领域中，对幼儿进行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同时对美育发展的重视程度不高。美育，即通过培养人们

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

美的素养，狭义的美育是认为美育指“美感教育”“审美教育”“审美观和美学素养教育”等，广义的

美育是认为真正的美育是将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教育，将“美育”概念置于近现代教育学

的发展脉络之中，是准确理解近现代美育概念、美育思潮的一个关键 [3]。国家倡导广大青少年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美育在现代教育的地位也逐渐被重视并不断融入现代教育。自国家发布关于美育工作的相

关政策文献以来，各地把学校美育工作作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

重视美育的发展，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我们应当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根据现有的幼儿园实践案例，

我们从中吸收先进思想，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学前儿童领域的传播方式，响应国家号召，发展美育

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价值意蕴 

2.1. 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五大领域的实践运用，探索适合学前儿童的教学方法 

幼儿园活动中的五大领域即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教育部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由教育部

正式颁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南对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应该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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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达到什么发展水平做出了合理的期望。这也说明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实践过程中，

应当在注重五大领域的结合的前提之下，针对身心发展不同的幼儿进行不同的教育方式，探索适合的教

学方法，达到高效教学这一目标。 

2.2. 顺应五育中美育的发展，提高审美素养，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类别而具有不同的特征，对幼儿的思

想道德、人格形成、民族意识、审美素养、爱国意识等都具有指导作用。3~6 岁幼儿作为身心还处在发

展阶段的时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识的第一步那便是眼看见的美。因此积极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教育中，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教育价值，增强幼儿对美的感受，提高幼儿的

审美，促进个性化发展在发现美的同时也能大胆的创造美、表现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也能够带动

幼儿教师、幼儿家长一起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美的熏陶，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素质发展。 

2.3. 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伟大中华民族精神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4]。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是这个时代正在做也是一直以来在坚持的事情，只有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

厚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一些创造性、创新性活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让幼儿感受中

国五千年文明的魅力，增强民族认同感，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来成为担当时代复兴大任的青年。 

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现实问题 

3.1. 幼儿园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程度低 

教师在工作培训中多注重模板化学习，工作单位也仅仅是重视教师的职业能力水平。通过对幼儿身

心发展特点的学习，在教育过程中仅仅注重身心发展特点，缺乏加入新时代新元素。教师本身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了解程度低，导致在正常的一日幼儿生活中很难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没有机会从一点一

滴积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教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想法尚未深入。 

3.1.1. 幼儿园环境缺少国风元素 
环创作为幼儿园的一大特色，也是学前儿童通过耳濡目染接受学习的一种方式。走访江苏宿迁以及

南京的几所幼儿园，发现在国风方面的环创设计较少，大多以现代化审美进行幼儿园主题环境设计。环

境作为幼儿教育的载体，往往能在显性教育中发挥隐性的教育价值。《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明确指出：

“幼儿园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和条件。”可见，环境对幼

儿的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5]。因此，幼儿园应当重视对园区环境的创设，从幼儿的角度去创设，以

幼儿为中心，使之在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特征的同时，能够使幼儿在园区开展游戏活动或者主题活动时，

拓宽视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满足幼儿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两方面富足。 

3.1.2. 幼儿园课程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不紧密 
1) 幼儿园活动课程材料单一 
幼儿园在活动课程的材料准备上，材料单一且更新周期长，层次性不明显，未能充分体现幼儿的发

展水平。例如在剪纸课程上，中国剪纸作品在传承赓续的视觉形象和造型格式，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历史

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社会认知、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认知、教化、表

意、抒情、娱乐、交往等多重社会价值 [6]。但在课程设计上，单一的剪纸材料无法引起幼儿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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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无法充分的感受剪纸文化的内涵，容易产生审美疲劳、学习欲望消减的状况；在绘本阅读活动课程，

幼儿绘本材料更新慢，且主题杂乱未进行明显分类，无法及时更新换代为幼儿传播更丰富的视觉和情感

体验。 
2) 学前儿童的主体性体现不明显 
主体性是指课程活动中儿童在教师的引导下，以主体的身份直接面对他所能即时体验的生活世界，

这是一种被胡塞尔认为的不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真正的生活世界，“纯粹作为赋予它以存在意义的

主观性之相关物而落入到我们视线之中”的主观体验世界 [7]。 
幼儿身心尚在发展，手指精细程度低，在多数实际操作活动课程中，容易发生操作失误而导致安全

问题。因此教师常通过“导演式”方法来主导幼儿活动的进程。幼儿作为主动学习者，有自己选择的权

利。这一做法干扰了幼儿的情感体验，缺乏自主性。例如扎染活动课程中，活动过程中幼儿只能进行单

单的模仿操作，同时教师的干扰消减学前儿童的积极性，使幼儿无法通过这一途径去认识世界，接受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3) 与学前儿童的日常生活融入性低 
现实性是陈鹤琴生活化课程思想最鲜明的特征，是对同时代中国传统幼儿园课程脱离幼儿实际生活

问题的矫正和破解 [7]。以及杜威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中教育即生活，得知学前儿童的日常生活是他们接

受教育的重要部分。幼儿园作为一日生活的场所，学前儿童在幼儿园的每一帧都与其成长密切相关。而

在学前儿童的户外锻炼以及游戏活动课程上，大多以节奏型音乐为主，发展体育教育，极少见到在这个

环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关于古代礼节的学习上，如“作揖”这一礼节教师对幼儿的教育仅仅

存在于课堂上的学习，日常生活中并未明确的进行实践运用，课程与生活的分界线过于明显，没能达到

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养成习惯的效果。 
4) 幼儿园课程未充分利于社会资源 
幼儿园是社区的一个分子，而社区对于幼儿园教育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资源储存库，可以源源不断

地输出有效资源服务于幼儿园教育，幼儿生活在社区之中，他们对这里的环境比较熟悉，能在教师的引

导下很快地融入这个生活环境之中 [8]。许多幼儿园会依托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等丰富的社会资源而

建立，但大多数幼儿园由于担心幼儿安全问题加上家长的不放心，极少数会定期组织幼儿前往当地博物

馆等进行研学活动，没有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便捷的物质资源，优秀的社会资源是幼儿良好的第

二课堂，能够使孩子身临其境的接收到知识的熏陶，能够跳脱熟悉的教室环境，拓宽幼儿的视野。 

3.2. 家庭未全面认识幼儿园教育 

3.2.1. 家长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程度低 
多数家长秉着希望自己孩子成才的想法，希望孩子不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将来的小学、初中、高中，

都能够学习到应有的知识，学到的知识转化的优秀的成绩，为自己的美好将来铺路。他们认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仅仅使一个课外的兴趣，并不能对孩子的成长有足够的影响。多数家庭并未主动对孩子展开系

列主题教育，但中国的礼节、传统节日、笔墨纸砚四大墨宝等，这些都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给予不小

的影响，其可以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创造力、发挥想象力等。教育并不单单落字于“教”，

“育”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的人格特征是在一朝一夕逐步积累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3.2.2. 家园共育模式尚未普及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大众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幼儿全面教育和发展也面临更为多元

化的要求。而在“双减”政策不断推进落实的背景下，家园共育这一模式也在幼儿家庭教育和幼儿园教

育活动中彰显出特有的价值。作为一种具有互动性特征的幼儿教育方式，家园共育已开始在诸多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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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充分调动幼儿园、家庭以及社会等各个主体的基础上，实现各主体之间的

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能进一步达成幼儿全面教育的目标 [9]。在一次幼儿园生活结束，我们对部分家长

进行了访谈，关于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否对孩子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传统节日以及传统

民俗的参与度等多个方面进行提问，发现大部分家长在幼儿园放学后，仅仅是对幼儿一日学习进行机械

询问，并未根据幼儿园的课程学习，在家庭生活中与孩子共同温习知识，共同实践知识。 
例如在传统节日的习俗学习，幼儿园为学前儿童讲述端午节的习俗——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

家长可以在端午节为孩子讲述屈原的故事、带孩子去观看赛龙舟比赛、和孩子一起阅读有关传统节日的

绘本等系列活动，而不是将幼儿园与家庭生活环境划分开，不为孩子拓展其他知识，把幼儿园作为孩子

学习的主要场所，家长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4.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政策建议 

4.1. 社会层面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优秀传统文化将影响幼儿的一

生。幼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开端，对幼儿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蒙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10]。因此社会应该

重视幼儿教育，加大对文化宣传栏的建设，鼓励社区举办系列主题文化节，为幼儿园提供相关博物馆、

美术馆等场所进行研学等，提高社会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建设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的中国学前教育的现代化道路，在社会上形成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良好的学习氛围，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提供坚实的

基础。 

4.2. 教师层面 

4.2.1. 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提高自身文化底蕴 
幼儿园可以与教育部、高校对接，邀请专门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授来园区对教师进行培训，

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者的一份子，应当发挥自身的力量，自主学习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利用各种闲暇时间，让自己的心灵去远航的时候也能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好的投

身教育事业。 

4.2.2. 创新实践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创新教育活动是推进课程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业务能力提升的有效载体，更是推动幼儿乐学

好学的必由之路 [10]。教师应当不断实践与研究，创新性的设计课程，弥补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让幼儿

教育中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课堂模式例如课堂听戏曲、邀请非遗文化代表人协同授课等方

式，激发幼儿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幼儿通过学习、思考、表达、体验等多种方式，逐步了解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树立文化自信。 

4.3. 幼儿园层面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

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 [11]。幼儿园是幼儿

一日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儿童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对幼儿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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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课程设计 
1) 谨慎选择幼儿园课程的内容 
幼儿园课程的选择要从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爱好等方面着手，选择符合幼儿的教材。如在绘本选

取上，挑选针对不同阶段的学前儿童的绘本内容，实现个性化发展，在特殊的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中，

也可以更新与之相符合的绘本，达到不仅仅是书本的教育，也能够通过环境变化真实感受到绘本背后的

故事。幼儿课程设计应符合学前儿童的审美，选取富有童趣、色彩柔和的教具教材，既符合幼儿的身心

发育特征，安全无毒，又能实现科学授课，发展美育，为孩子们在课程中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便

利的条件。 
2) 丰富幼儿园课程的类型、形式 
在课程类型方面，除去日常的早操、室内知识教学两大板块，幼儿园可以增加课程类型，增加课程

互动性，增强学前儿童体验感。例如传统故事主题课程，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前儿童身临其

境的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民族服饰这一模块，幼儿可以和家长合作共同完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

在园区活动中进行展示。趣味性课程的增加，可以充分调动幼儿的主动性，促进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3) 注重游戏活动 
在幼儿一日生活中，游戏活动是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因此也是教师要重视的幼儿课程设计之一。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园应多为幼儿提供自由交往和游戏的机会，鼓励他们自主

选择、自由结伴开展活动。”教师应当结合儿童“贪玩”的天性，对现阶段幼儿课程教学体系的疏漏之

处进行补足，构建出以游戏为驱动，以兴趣为导向的幼儿课程教学模式，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及后天的素

养养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12]。从非遗角度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内涵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应

用于幼儿教育，有助于完善幼儿园文化教育体系，开阔幼儿的文化视野，提升幼儿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

信心，更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播、长久传承 [13]。通过游戏与非遗的融合，能够传播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也能在游戏的实际操作中，实现劳动教育的发展，让幼儿感受先辈们的智慧，发扬非遗文化。 
4) 与五大领域充分结合 
幼儿园课程组织与实施，强调领域活动、单元主题活动，但这些领域和单元并不是局限于社会、健

康、语言等单个领域的。幼儿园要和教师共同组织设计多领域结合的课程活动，让幼儿在一次主题活动

中获得多方面发展，多领域多方面可以更好地发挥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帮助幼儿发散思维共同创设支持

学习的环境。 

4.3.2. 环境创造 
1) 内部环境 
在教室内合适位置摆放不同的手工艺品(如陶瓷工艺品、刺绣、雕塑等)，既能增加教室的层次感，又

能激发学前儿童的兴趣，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外部环境 
园内可以在走廊墙外、操场、门框、庭院等布置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设计，如剪纸、灯笼、脸

谱、年画等多类不同主题的环境，定期设置不同主题的环创，为学前儿童提供丰富多彩的园内生活。老

师可以在学前儿童发现特别的装饰时，进行提问等环节，融入儿童的日常生活。不仅是学前儿童，家长

老师也可以在外部环境中接收到一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景多用，使外部环境不仅具有装饰功能，同

时也具备教育功能。 
3) 社会环境 
中国地域广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幼儿园可以在保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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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之下，积极与当地社会机构沟通对接，组织去当地的博物馆、具有特色民俗的场所进行实地学习，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一次研学活动，能增强幼儿的体验感、发挥幼儿在幼儿园的主体自由、激发幼儿对

生活的兴趣、促进对当地文化的了解、提高审美从而促进美育发展。加强了对当地文化的了解，更有利

于不同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与交汇。 

4.4. 家庭层面 

家长们首先应该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幼儿的影响，不应该以灌输式的教育方式让孩子通过死读

硬背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家长应该起带头作用，让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如假期可以前往历

史底蕴丰富的城市，带孩子体验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感受文化的多样性；周末带孩子前往手工艺小店

进行手工制作，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尊重孩子的异想天开，推动智育、劳育、美育的发展。 
在家园共育方面，家园共育有利于幼儿提升劳动品质，养成劳动习惯，树立劳动价值观，提升劳动

技能，最终实现幼儿自理、自立、自强 [14]。家长应担当家庭的角色，与园区共同合作，促进孩子的全面

发展。 

5. 结语 

我们要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的内在联系，发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价值。

幼儿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立的思想，能够通过许多独特的方式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关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存在许多现实问题，如在不同年龄段课程模式选择、园区环创设计以及

对家长的普及率等。因此幼儿园、教师、社会和家长这些不同的主体，应当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推进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的一日生活，创新传播方式，注重教育质量的同时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

幼儿教育。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各主体应当多方面分析问题，合力解

决问题，共同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推进幼儿教育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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