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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在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邓华丽　王海涛

（随县厉山镇中心学校，湖北 随州 431519）

摘要：信息技术在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应用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而在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应用信息技术，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幼

儿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有待提高、幼儿园传统文化教育中缺乏应用信息技术的有效规划，以及传统文化教育与信息技术应用缺乏有机融合

等现实问题，针对以上三个方面问题，加强信息化设备应用以及课件制作技能培训，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重视信息技术应用的整体规划，

推行信息化教学的过程评价；利用新媒体平台联动功能，促进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深度融合，是较为有效的信息技术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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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悠久历史发展过程中，催生出无比璀璨的传统文化。

浩瀚丰富的文化典籍，就是传统文化的精粹。中国传统文化源远

流长，绵延不断，历久弥新，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工作

与生活。

幼儿因为缺少生活经验及判断能力，故而喜欢模仿他人。他

们通常对于新鲜事物充满着好奇，学习与适应新鲜事物的能力也

很强。学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幼儿“扣好人生第一颗

扣子”。具体而言，不仅可以开发幼儿的智力，而且还能养成幼

儿良好习惯与品德，此外还能培养幼儿兴趣，涵养幼儿情感。可

见，让幼儿学习传统文化，意义非凡，影响深远。而信息技术在

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应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加强信息技术在

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应用，无疑会提高幼儿传统文化教育质量，

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一、信息技术在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应用的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幼儿学习兴趣

将文化典籍等传统文化引入幼儿课堂，不仅能极大地丰富教

学内容，而且还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爱玩好动是幼儿的天性，

他们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不长，并且自我控制的能力较弱，平

常的学习效果常也因此有所折扣。尽管《千字文》《三字经》《弟

子规》等文化典籍中的短句歌诀，三字句或四字句，言简意赅，

朗朗上口，韵律感强，易于诵读，幼儿学习效果却不尽人意。如

果在学习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设备辅助幼儿传统文化学习，就

能赋予幼儿图文并茂、身临其境的感觉，还能吸引幼儿注意力，

激发幼儿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效果。例如在学习《三字经》“融

四岁…”这一部分的时候，通过播放事先下载“孔融让梨”的故

事视频，让学生一边看动画、听故事，一边学知识，能起到激发

兴趣、寓教于乐、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有助于改善幼儿传统文化教学模式

传统文化教育普遍采用的是，教师讲解、学生诵读的教学模

式。由于这些国学经典历史久远，无法让幼儿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样就会给幼儿学习国学经典带来较大困难。老师的讲解学生难

于理解，学习诵读也就只能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了。而信息技

术的应用，则能够通过现代的声光电技术把枯燥的文字，化为生

动形象、栩栩如生的动画故事，既丰富教学手段的同时，也改善

传统文化的教学模式。例如：引导幼儿学习《游子吟》这首古诗

时，事先下载好古人身背包裹即将出行，母亲在灯下缝衣的图片，

再配上优美动听的伴奏音乐和详细讲解，在吸引幼儿注意力，激

发幼儿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的同时，也悄然地改善了传统文

化教学模式。

由上可见，在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教育实践已经是

大势所趋。在“互联网 +”背景下，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营

造良好传统文化学习氛围，提升传统文化教育效率，是摆在幼教

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二、信息技术在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应用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幼儿园办学条件普遍得到快速改善。应用信息技

术开展教学，成为各幼儿园首选。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更真实、

直观地展示课堂内容，符合幼儿年龄特征和形象思维特点。这为

信息技术在经典文化教学中大量应用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幼儿经

典文化教学实际中我们发现，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辅助幼儿园传统

文化教学时，常见以下几个问题：

（一）幼儿教师信息技术素养有待提高

幼儿教师信息技术素养不高主要体现在：一是信息技术设备

使用不熟练。有的教师在上公开课时，需要安排专人伺候，负责

信息技术设备调试播放。有的教师在播放视频或音乐时，由于信

息技术设备使用生疏，使用效果不好，分散了幼儿的注意力，教

学效果明显打了折扣。二是信息技术运用不规范。有的教师在传

统文化的课堂上随意让学生观看视频材料消磨时间；也有教师在

运用过程中不结合信息技术的优势所在，单纯地用视频或投影展

示实物，而不能与传统文化教学有机结合；更有甚者不知道如何

选择合适的信息技术手段。三是自学信息技术热情不高，只用别

人做好的现成的教学课件。大多数幼儿教师没有利用互联网搜寻

或制作课件的意识和能力，拿来主义盛行，只愿意吃现成饭，不

能对现有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服务教学。

（二）幼儿园传统文化教学中缺乏应用信息技术的有效规划

由于国家没有对传统文化教学的内容和时间提出硬性要求，

加之有些幼儿园单纯地强调“课程游戏化”，疏于作科学周密的

经典诵读课程规划，所以幼儿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在此背景下，虽然幼儿园都配备了多媒体设备，也把幼儿教师应

用信息技术教学作为考核内容，但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应用信息技

术的实际情况，大多只是停留口头，点到为止，没有细化标准，

更没有落实到位。教师把运用信息技术当成了走过场，或作为点 缀，

或应付差事罢了。

（三）传统文化教育与信息技术应用缺乏有机融合

传统文化教育是目的，是内容；信息技术是手段，是形式。

很多典故、故事，如果配合动画视频和音乐播放，幼儿身临其境，

喜闻乐见，课堂生动形象，栩栩如生。既激发了幼儿的兴趣，也

促进了幼儿身心和谐发展，这就是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有

机融合。但现实的情况不是这样。一是幼儿教师较少应用信息技

术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认为信息技术仅仅是辅助而已，可有可无。

所以在平时的传统文化课堂上，很少主动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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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幼儿园没有统一制定的电子版传统文化教材，可供教师直接使

用。三是有些教师自己制作教学课件，但略显粗糙，谈不上精美。

加之，幼儿教师自己搜集资料、制作课件，耗时费力，时间一久，

坚持者寥寥。

三、信息技术在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加强信息化设备应用以及课件制作技能培训，提升教

师信息化素养

首先是培养与激发幼儿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传统文化教学

的热情。可以通过思想引导和制度激励进行。其次，幼儿园还应

根据课程内容和教学需要，定期开展教育信息化设备使用和课件

制作技能等方面的培训。通过培训学习，逐渐增强幼儿教师的信

息应用能力。让幼儿教师借助信息化教育手段，改进教育方式方

法，掌握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的主动权。通过阅读和欣赏音乐，

丰富幼儿的想象力，还可以根据典故、故事去绘画和讲故事，拓

展孩子的创造性思维。同时注意掌控课堂，随机应变，就地取材。

例如当孩子们学习骆宾王的《咏鹅》这首诗时，指导幼儿将感知

到诗中的意境绘成图画，并将部分优秀的幼儿画作投影欣赏。这

样既增加了幼儿的自豪感，也能引导幼儿挖掘从不同的角度和思

路欣赏古诗，拓展孩子们的思维，激发他们探究的欲望和兴趣。

（二）重视信息技术应用的整体规划，推行信息化教学的过

程评价

幼儿园在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应用信息技术方面要进行整体

规划，要求广大幼儿教师遵照执行。同时，关注信息技术在传统

文化教育中应用过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评价。经常性地开展领

导评价、专家评价、同行评价以及自我评价，以提高课堂教育教

学效率。例如：哪张图片选得比较合适？一段音乐或视频起到了

什么作用？用了信息技术手段与不用有什么不一样？师幼是否有

效互动？幼儿是否能积极参与到其中？等等。通过过程评价与行

动研究，引导幼儿教师大力推广和应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提

高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三）利用新媒体平台联动功能，促进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

教育的深度融合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与教育走向融合，催生了新的

教育生态，“互联网 + 教育”时代迎面而来。小故事、短视频、

微课、慕课、微信、抖音、QQ 等，为信息技术与幼儿传统文化教

育的融合提供了条件，信息技术与幼儿传统文化教育也在此基础

上实现了深度融合。小故事、短视频、微课等，通过幼儿园的平

板，因为短小精悍、生动形象、喜闻乐见而大放异彩。同时，“互

联网 + 教育”背景下的家园合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幼

儿园可以利用微信、抖音、QQ、快手、微博等平台，将孩子在园

诵读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彩表现，精选后在上述新媒体平台上联动

推送，家长既可以通过平台及时查看幼儿在校园内的活动情况，

也可以将孩子在家亲子阅读、学习等表现即时反馈。这样一来，

新媒体平台就变成了家校之间的沟通桥梁，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

教育在家园合作上实现了深度融合。

（四）妙用信息技术感受传统非遗的韵味

为了帮助幼儿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幼儿园可以尝试借助信

息技术给幼儿们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传统文

化体验活动，从而加强幼儿的体验感。

比如，兔儿爷是老北京的传统玩具。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出发，

幼儿园可以给幼儿们讲解“兔儿爷”的传说知识。首先，教师给

学生们制作了与兔儿爷相关的微课视频。视频主要讲解了兔儿爷

的动画以及该玩具的制作过程。兔儿爷动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

引幼儿的好奇心，帮助幼儿深入了解兔儿爷的起源。“传说是这

样的。有一年，北京发生严重的瘟疫，几乎每家都有人患病了，

嫦娥看到以后，就让玉兔化身成为一名少女，挨家挨户的赠医施药，

治愈了很多人。在北京一些人家里，至今还保留着过年摆兔儿爷、

拜兔儿爷的习俗。”

兔儿爷玩具的制作过程则是介绍了兔儿爷的具体制作方法。

尤其是玩具上手绘的玉兔温婉可爱，仿佛活了一般的人物。视频

邀请了非遗师傅亲自制作，经历了泥塑胚子、晾晒、洗胚子、雕

琢、上色等一系列的步骤，帮助幼儿更加全面的了解兔儿爷的具

体制作步骤，吸引幼儿注意力的同时，拓宽了他们的眼界。当然，

兔儿爷只是较为经典的一个老北京玩具，幼儿园教师在介绍其他

非遗文化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此种信息技术教学方法。

（五）借助信息技术帮助探秘 24 节气

二十四节气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同时也是我国的重

要文化瑰宝。教师在介绍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可以从民间游戏、

民间习俗、传统艺术、节日美食等方面入手，来帮助幼儿系统性

地了解二十四节气。首先，教师借助互联网技术给幼儿们播放

二十四节气歌，并且对照着歌词给学生们讲解不同节气的具体内

涵，比如夏至量影子，霜降品柿子，谷雨播种，清明踏青，寒冷

冬至日，围坐在一起吃饺子，制作腊八蒜。然后，教师将二十四

节气所对应的食育课程划分成为不同的课时，帮助学生们更加细

化地了解节日习俗与饮食文化。比如，冬至包饺子。教师让幼儿

们通过微课观看冬至的“花样包饺子”活动。最后，教师给幼儿

们准备了相应的材料，带领幼儿们开展包饺子活动，传授给他们

包饺子的具体对策，以此来强化学生们的体验感。教师在开展其

他二十三节气教育的时候，均可以举办对应的活动，来提高幼儿

们的学习兴趣。这不仅可以促进幼儿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科

学素养、创造合作、艺术审美等多方面的发展，也是一种美德的

熏陶与体现。借助信息技术助力幼儿探秘传统文化的宝藏，在弘

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生活即教育”。

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中华百年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近

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关

注。因此，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这一实践创新活

动中来，更好地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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