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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齐鲁大地历史悠久，地域文化多姿多彩、内蕴深厚，研究山东省地域文化与幼儿园园本课程的融合路径

意义非凡。通过阐述山东地域文化的内涵与特点；分析山东地域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的价值，并列

举地域文化资源筛选原则；文章从幼儿园园区环境创设、幼儿园一日活动设计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山东

省地域文化与园本课程的融合路径，并列举相应的教育策略，包括开展地域文化主题教学活动、开展地

域文化体育活动等，以期能够抛砖引玉，为从事相关幼儿教育工作的老师们提供些许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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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lu has a long history, colorful and profound regional culture,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Shandong Province’s regional culture and kindergarten-based curri-
culum. By expound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handong regional culture; analy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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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Shandong regional culture integrating into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and enu-
merating the selection principles of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re-
ation of kindergarten park environment and the design of kindergarten one-day activ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lists the corresponding educational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al theme teaching activities, regional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etc. With a 
view to throwing bricks and attracting jade, it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eachers who are engaged in relate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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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幼儿园在课程改革背景下，必须高度关

注、重点落实的一项教育任务，是给予幼儿社会主义教育与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传统文化实现进步创新的重要举措[1]。地域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就山东省而言，山东省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是丰富幼儿园本课程的重要资源，可

促进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热爱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为此，作为山东省地域的幼儿园及教师，应加强本

省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将其教育价值最大化彰显，助推幼儿教育事业朝着更好、更远的方向发

展，为幼儿的成长赋能。 

2. 山东地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一) 山东地域文化的内涵 
地域文化由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及风俗习惯孕育而成。目前，学界对“地域文

化”概念的界定，常陷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定论。有学者认为，

所谓的“地域文化”就是指一类体现于中华大地特定地域内的，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的文化现象；也有学

者认为，所谓的“地域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类特殊的文化模式，属于人文精神范畴。但也有更多的学者

认为，“地域文化”是指一类自古形成、传承发扬至今，仍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一定影响作用的文化

传统。 
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思想学说和文化风尚创造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特质的山东地域文化。

这些地域文化多姿多彩、内蕴深厚，其中有天人合一和帝王文化色彩的泰山文化；有开拓、坚韧的黄河

文化；有创建仁义、礼制思想的孔孟文化；有早期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有忠义、刚烈的水浒文化；有

开放、纳新的海洋文化；有新工业革命的城市文化；有忠诚、奉献的沂蒙文化；有兼容并蓄的对外交流

文化等[2]。山东不同的地域文化既各具特色，各领风骚，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铺就了广褒无垠的齐

鲁文化大地，支撑起坚实巍峨的齐鲁文化大厦。 
(二) 山东地域文化的特点 
1、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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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来源于人们的生活，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孕育出来的文化是各有不同的，因而山东

地域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地域性，这一特征主要指的是，地域文化在空间上有着一定的所属范围，与相

对固定的地域单元，这一特征会使得所有地域文化的载体，不论是名胜古迹，还是当地人的民俗习惯、

传统节日，都带有浓郁的当地色彩，例如泰山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沂蒙文化等。 
2、多样性 
多样性也是山东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当地自然

环境、社会环境影响是各有不同的，因此会形成百花齐放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打破了单一

文化的发展态势，同时也为主流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助力，为文化创作者、传播者的相互

借鉴、取长补短提供了可能。 
3、亲缘性 
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地域文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自出生后，便会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文

化之中，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会无形中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目前看来，地域文化对个体造成的影响，

并不仅是以可见的形式存在的，现实生活中，山东地域文化以无形、潜在的方式影响人、熏陶人，其中

影响力强的地域文化，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内化为个体内在人格的一部分，并深刻影响个体的

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 
4、稳定性 
山东地域文化有着鲜明的相对稳定性，因为其本质就是一类在历史长河中，经历漫长时间，所孕育

出来的文化，它受地理环境、人文社会等多种宏观因素的影响，受地域传统的制约，而其地域传统又具

有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因而其地域文化就必然是一经形成、难以磨灭的。 

3. 山东地域文化与幼儿园园本课程融合的价值 

(一) 丰富园本课程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提出了如下的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加强

对社会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引导幼儿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幼儿对祖国文化、家乡文化的了解”。

同样《指南》也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如下的要求：“幼儿园教师应多与幼儿一同收集与家乡、祖国风景

名胜有关的照片，激发幼儿热爱祖国文化、地域文化的意识”。由上文所述不难看出，地域环境在幼儿

的成长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幼儿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因而教师应重视使用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的山东省地域文化，丰富幼儿园园本课程，完善课程资源，使幼儿园教学真正做到“贴

近社会，贴近生活”。 
(二)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山东省地域文化内涵丰富，深受广大幼儿的喜爱，将山东省地域文化纳入到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教学

内容之中，不仅能够增强幼儿的学习兴趣，还能够为幼儿营造真切实在的生活场景，为幼儿走进自然与

社会、接受民俗文化熏陶提供机会，这有利于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与道德品质，促进幼儿的全面发

展。 
(三) 促进文化传承与发扬 
近年来，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很多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中，都逐渐陷入了“被边缘化”的

境地，这对于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而言十分不利。幼儿园是一个人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因此教师

应重视合理发掘、利用山东省地域文化资源，将这些宝贵的资源应用到幼儿园园本课程当中，引导幼儿

借助园本课程，了解家乡的文化特色，培育幼儿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激发幼儿传承、发扬地域

文化的意识，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尽一臂之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44


顾娟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44 270 教育进展 
 

4. 山东地域文化资源的筛选原则 

(一) 地方性 
地方性原则一般指的是在筛选、应用山东地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仔细分析地域文化资源

是否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是否能够体现当地的特色与个性，是否贴近幼儿的实际生活，是否能够用来增

强幼儿对家乡的了解，以确保教学效果。 
(二) 趣味性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为幼儿园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兴趣的

生长中的能力与信号的象征”，这说明兴趣在幼儿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筛

选、应用地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教师有必要严格把关地域文化是否符合幼儿的学习兴趣，多站在幼儿

的视角上考虑，尽可能在尊重幼儿天性、意愿的基础上，将大量优质的山东地域文化资源引入课堂，用

以促进幼儿的进一步发展。 
(三) 教育性 
在挖掘、应用山东地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教师也应关注这些资源是否具有良好的教育性、是否能

够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一般来讲，在使用山东地域文化资源，丰富幼儿园园本课程教学内容的过程中，

教师应多选用那些有利于引导幼儿理解、认识自然世界，有利于指导幼儿感受自己与社会、群体及他人

的资源，使地域文化资源真正满足幼儿的学习需求。 
(四) 完整性 
完整性也是教师在筛选山东地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儿童的发

展是整体的，而非片面的，因此教师应尽可能选用那些，能够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地域文化资源。 

5. 山东省地域文化与幼儿园园本课程的融合路径 

(一) 在园区环境创设中融入山东地域文化 
1、丰富户外环境 
在幼儿园中，环境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的教育资源。因此，在使用山东地域文化资源，创新园本课程

的过程中，教师应重视利用好这一“幼儿的第三位老师”，发挥好其教育功效。实际操作中，教师有必

要依照幼儿园的办学理念，筛选最适宜的地域文化资源，用以创设幼儿园的户外环境，一般来讲应遵循

“童真、生态、自由、和谐”原则，为幼儿创设环境，凸显山东地域文化本土性、互动性特点。 
以教学实践为例，为更好地发挥山东地域文化资源的教育功效，结合幼儿园场地资源的地形特点，

甄选了一系列合适的山东地域文化资源到幼儿园中，为园本课程的开展营造了适宜的环境氛围，取得了

理想的教育效果。举例而言，山东省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现着山东人民御外侮、抗强暴的光荣

传统，彰显着山东人民勤劳勇敢的高尚品格，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一一五师与一二九一部相继入鲁，

逐步创立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在山东省的胜利创造了基础条件。教学过程中，以山东省抗日

的历史故事为背景，在园内创设“野战训练营”这一园本活动区域，为幼儿准备诸如平地、坡地、坑、

洞的地形，并配上相应的历史故事，组织幼儿开展“军事训练”，培养幼儿的爱国主义情感、锻炼幼儿

的体能素质，实践证明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效，这足以见得这种以山东地域文化资源为载体的教学活动

有着一定的科学性。 
2、创设走廊环境 
幼儿园中，走廊环境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教育功能，值得为教师所利用。教师可借助地域文化资源，

在走廊上营造出百花齐放的文化场景，用以唤起幼儿对这些地域文化的了解兴趣，培养幼儿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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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山东省地域文化资源包括各类生动、有趣的民俗文化：粗犷豪放的秧歌、跌宕起伏的渤海大鼓、

色彩缤纷的风筝、艳丽奇巧的剪纸……这些民俗文化皆体现了齐鲁大地人民的生活情趣，是地域文化本

土性、创新性、趣味性的体现，在园本课程设计、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教师可多使用这些地域文化资源。

以笔者的教学实践为例，我们将教学楼的每一层走廊分别命名为“最炫民族风”、“舌尖上的美食”、

“多彩山东”，共投放了剪纸、面塑、风筝等一系列不同的民俗文化材料，并展示了与胶州秧歌、渤海

大鼓等民俗文化活动有关的照片资料，引导幼儿从这些地域文化资源中汲取灵感，开展手工活动，最后

再将幼儿制作的手工艺品张贴或陈列在展示台上，增强幼儿参与活动的成就感，利用这些饱含地域文化

元素的手工艺品，持续熏陶幼儿对地域文化的喜爱，取得了理想的教育成效。 
3、打造班级环境 
班级环境也是幼儿园中重要的教育资源，对幼儿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因

而教师也应强化地域文化在班级环境中的渗透。在教学实践中，依据本班幼儿的心理、年龄特点以及兴

趣爱好，结合山东地域文化园本课程的教育目标，在整合家长、幼儿自由的基础上，为幼儿打造了富有

特色的班级环境，并为每个班的班级环境赋予了特定的主题，具体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依

照本班级的教育目标，在征求幼儿意见的基础上，设计班级环境创设主题，如山东博物馆、山东文化城

等，并发动幼儿搜集自己喜爱的，与山东地域文化有关的素材，通过贴、摆、搭的方式，在班级门口等

位置，创设出相应的主题，将大量的地域文化元素带入到班级环境之中，增强了幼儿对山东地域文化的

理解；依照幼儿园的教育需求，在班级中设置了诸如语言、科学、操作、美工、表演的几个具体的教学

区域，为幼儿投放了相应的材料，增强了幼儿与各种材料的互动，为后续的课堂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在活动中，积极鼓励幼儿使用废旧材料，在班集体中创设出相应的环境主题，如鼓励幼儿使用各

种自然物，包括树皮、玉米棒、小石头等，以及纸盒、碎花布等废旧物品，在班级中创设地域文化环境，

指导幼儿开展了诸如石头画、剪纸的手工活动，使幼儿深刻地体会到了地域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达到了理想的教育效果。 
(二) 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融入地域文化 
1、开展地域文化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 
为提升地域文化资源应用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在活动开始前，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面向幼儿园中

的教师、幼儿，及幼儿的家长进行了调查与访谈，之后从适宜性、教育性、趣味性等角度出发，对目前

收集到的地域文化教育资源给予了一一归类，最终将全部的地域文化资源，划分为了语言文化、饮食文

化、民间建筑、民俗风情、历史名人等多个大类，使教学活动的开展变得更为有序；然后还组织各年级

组的教师，依据幼儿的学习兴趣，订立教学活动的主题，结合现有的地域文化资源[3]，从幼儿园五大领

域入手，筛选出相应的教育内容，并对教育内容做好组织，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活动过程中，

教师引导幼儿积极借助教师投放的材料，学习山东省著名的民谣、富有特色的方言，引导幼儿细致地体

会山东省的建筑、历史文化，感受这些地域文化载体富有的独特特色，并鼓励幼儿以多种方式，感受家

乡的魅力，激发幼儿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培养幼儿的家乡认同感、自豪感，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4]。 
2、以地域文化资源丰富幼儿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也是幼儿园一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生动有趣、别开生面、别出心

裁的民间体育游戏，这些体育游戏，也是教师用于丰富园本课程、创新幼儿园一日活动的重要素材。以

教学实践为例，在活动中，我们积极挖掘、改编民间体育游戏，将诸如踩高跷、滚铁环、舞龙灯的民间

体育游戏，融入到了幼儿园的体育活动中，并鼓励幼儿学习这些体育活动中蕴藏的文化精髓，感受齐鲁

大地的文化氛围，唤起幼儿对地域文化的感知，同时培养幼儿热爱地域文化的意识。实践证明，幼儿对

这些花样丰富的体育游戏有着极为浓厚的参与兴趣，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学会了合作，同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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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很多新奇有趣的玩法，增强了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了解，获得了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3、开展区域活动时融入地域文化资源 
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大量应用地域文化资源，丰富区域活动的开展形式与教学内容，例如，为扩

展幼儿开展区域活动的范围，我们尝试打破原有幼儿园教学区域的空间格局，将区域活动的开展范围从

教室延伸至走廊、拐角、小操场处，同时多发动幼儿及幼儿家长，收集与地域文化有关的区域材料。很

多家长与幼儿积极响应这一活动，搜集了很多山东省内的景观图，活动开展过程中，幼儿会在主播室、

方言区内，为其他幼儿以及幼儿家长介绍本地的景观，之后全体幼儿会跟着教师播放的视频资料，学习

方言，感受山东省方言的特色，体会这种地方语言的诙谐；幼儿家长制作的包装袋、特色小吃资料，成

为了角色游戏区中“美食一条街”的游戏材料，幼儿可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在美食一条街中，扮演相

应的角色，完成相应的操作，体会地方美食的魅力，活动结束后，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美工区中的“民间工艺坊”，为幼儿提供了动手操作的机会，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幼儿可来到这一区

域内，使用锡纸、毛线、花边等材料，制作民俗服饰，获得问题解决能力的成长，总体看来，区域活动

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效，彰显了区域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说明这种教育资源值得推广。 

6. 结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大众越发重视传承、保护、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是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以山东地域文化与幼儿园园本课程的融合为引，发现在当下地域文化

越发得到广大幼儿园教育工作者的重视，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日益推进，广大教师对地域文化课程功

能的理解，也正在变得越发多元，为地域文化与园本课程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社会、文化与人

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渠道。为培养幼儿的民族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在此后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应重视

借助地域文化，创新园本课程建设，贯彻落实《纲要》的要求，推动幼儿园的教育改革，促进幼儿园教

学质量的稳步提升，促进幼儿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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