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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
丁春燕

（成都市武侯区第一幼儿园，四川 成都 610043）

摘要：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幼儿教育领域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教师队伍应积极吸收和引入创新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以

激发幼儿对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浓厚兴趣，提高他们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运用能力，从而显著提升教育质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

当前教育创新的重要资源，能够显著丰富幼儿教育内容，拓展教育途径，对于提高教学成效具有深远意义。基于此，本文旨在深入探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途径，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以供教育同仁们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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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价值

（一）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文化价值

的认同与肯定，它也是连接国家与人民精神血脉的重要载体，是每

个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家园。幼儿教育通常是针对一些简单知识、

技能展开的教育工作，其中涉及到的文化知识内容较为有限。通过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幼儿教育中，能够实现对教育内容的进

一步拓展，将更多优质理念、知识、技能传递给幼儿，从而大幅提

升育人效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能够让幼儿形

成更完善人格，这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不仅如此，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幼儿教育中，能够让幼儿更为客观、深

入地理解所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使其更好的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帮助其树立更强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

（二）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

幼儿教育涉及到的知识内容非常丰富、多样，教师在展开育

人工作时，要重视对良好氛围的构建，激发幼儿知识探索主动性。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说，其中蕴含多种趣味元素，将其运用

到幼儿教育中，能够极大丰富幼儿知识储备，强化他们的文化自信，

激发其知识探索兴趣。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能够让教

师更好地将风俗文化与幼儿教育内容融合，这对激发幼儿的学习

兴趣意义重大。为此，教师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幼儿

教育中，能够为幼儿带来更多乐趣，这样能在提升教育效果的同时，

激发幼儿的知识探索主动性，促使其形成良好的知识探索习惯。

（三）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

随着幼儿教育的改革深入，教师在展开幼儿教育工作时，应

将提升幼儿的综合素养作为重要内容。为此，在日常的教育活动

中，教师除了可以为幼儿讲解部分知识、技能，还可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课堂，对幼儿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等展开培养，

以此助力幼儿得到更长远、全面发展。通过将优秀文化融入教育

中，能够进一步丰富幼儿教育内容，为幼儿的知识探索提供更多

的参考，这对提升幼儿教育工作的深度、广度有重要意义。此外，

在引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幼儿可以在学习过程中获得

更为个性化发展，促使其更为深入地感受游戏活动中的文化内涵，

激发其与各类文化活动内容的情感共鸣，促使其综合素养获得更

全面发展。

（四）有利于弘扬优秀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瑰宝，其承载着

十分厚重的历史情感，寄托了无数人的文化智慧，更是我国开展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值得教师每个人去守护、发扬。

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能够有效实现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含

有非常多优质精神文化，将其引入幼儿教育活动中，能够让幼儿

的民族意识、文化自信、家国情怀得到更充分发展，从而促使其

在无形中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文化观、人生观，为其之

后的成长、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现状

（一）育人形式单一

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很多教师通常会采用集体教育的模式展

开工作，很少能针对幼儿的实际情况展开针对性教学。另外，在

幼儿教育中，寓教于乐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教师很少能将一

些趣味元素融入幼儿教育中，这样会对之后各类工作的开展产生

很大阻碍作用。此外，由于单一、集体化的教育模式未能得到及

时更新，幼儿很容易出现学习兴趣丧失的情况，不利于他们更为

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知识探索中，阻碍了教师之后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的效果，不利于幼儿个性化长远发展。

（二）重视程度不足

在当前阶段，幼儿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非常有限，

他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积累也相对贫乏。这些因素成为了

阻碍幼儿正确理解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的障碍。在幼儿

教育活动中，很少有教师能够高效且合理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自己的教育过程中，他们往往缺乏打破陈旧观念的勇气，这

不利于教师消除幼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隔阂。另外，由

于幼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不足，他们在学习知识和

技能时，难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所参与游戏之间的内在联

系。对于一些活动形式，幼儿往往只是听说过名字，而没有深入

了解全部内容，更不用说对相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进行更

深层次的探索和拓展。这种意识上的不重视导致教师在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活动中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三）授课深度不够

尽管有些教师试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但

由于他们对我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从根本

上限制了实际授课的效果。这导致幼儿在课堂上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识、理解和学习效果非常有限。例如，在尝试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的过程中，一些教师仅仅利用多媒体设备播

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而很少能够对各类幼儿教育活动中涉及的文

化背景和思想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授课的结果往往只是让幼儿

知道有这样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存在，对于幼儿实际文

化水平的提升和综合素养的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这

种浅薄的授课深度并不能激发幼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

趣，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活动中的推动作用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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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限。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的策略

（一）借助微视频开展幼儿教育

为了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效果，教师

必须对导入环节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幼儿的注

意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可以尝试引入微视频这

种教学辅助手段，以实现更高效的课前导入。通常情况下，高质

量的课堂导入能够帮助幼儿迅速将注意力从自由活动转移到课堂

知识学习上，从而帮助他们更快地进入学习状态。在过去，幼儿

教育活动中很少有教师能够对这一环节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的

教学方式并不能保证幼儿在课程一开始就能将精力集中到课堂上，

从而影响了整堂课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化

教学手段，在导入环节为幼儿播放一些极具吸引力、趣味性、引

导性的微视频，以此激发幼儿对即将学习知识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为后续教学工作的高效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例如，在展开皮影相关部分幼儿教育工作时，为更好的吸引

幼儿的探索兴趣，提升他们的主动性，教师可以尝试为幼儿准备

一些皮影的图片，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从网络上下载一些趣

味性的皮影戏，并将其融入到微课中。在展开美术欣赏活动前，

教师可以尝试结合新媒体技术，为幼儿在课前播放这一微视频，

以此更好地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皮影戏的知识学习与探索中，

这养对提升幼儿教育工作的效果意义重大。另外，皮影戏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中蕴含了很多优秀故事，比如孟母三迁、

大禹治水等，这些故事通过皮影的方式展示出来，除了能让幼儿

了解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还能丰富幼儿教育内容，激发

幼儿的知识探索兴趣，这对提升幼儿教育质量有极大促进作用。

（二）结合传统节日开展幼儿教育

在幼儿教育中，最能体现出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包

含中国传统元素的便是传统节日。开展以传统节日为主题的教育

活动，能让活动内容更贴近幼儿的日常生活，其趣味性、参与性

也非常高。教师都知道，每个传统节日都含有不同的节日习俗，

在开展幼儿教育的主题活动中，教师可以从习俗入手，以此提升

教育效果。例如，在春节放假前，教师可以为幼儿出一些家庭手

工活动号召，让他们在家中和父母一起写福字、贴春联。同时，

教师可以与家长进行联系，让他们为幼儿提供一个参与传统文化

活动的环境，家长可以带领幼儿一起参与到迎新年的劳动中，这

样对幼儿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有极大促进作用，也能帮助教师更

好地将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幼儿教育中。在端午节，教师可以

组织幼儿进行编彩绳、做刺绣等活动。在元宵节则可组织其进行

制作花灯的幼儿教育主题活动。通过此方式，能让幼儿体会到不

同节日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提升育人质量。

（三）结合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幼儿教育

我国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拥有

自己独特且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在开展幼儿教育的主题活动时，

教师可以深入挖掘并汲取这些不同民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精髓，选择适合幼儿认知水平和兴趣特点的元素，让幼儿在参与

和体验中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不同民族文化的艺术特征。这不仅是

传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幼儿民族认同感

和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根据各民族的特点来展开幼儿教育，可

以更加生动和具体。我国的少数民族中存在着众多形式多样的祭

祀活动和庆祝活动，每个民族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所采用的方式和

仪式都各具特色。许多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

在庆祝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例如，在蒙古族、新疆维吾尔族、东北地区的满族以及其他

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双版纳等地，少数民族会通过各种舞蹈来庆祝

节日。在实施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蒙古族的蒙古舞、

东北地区的秧歌、新疆维吾尔族的新疆舞等引入到课堂中，通过

舞蹈教学带领幼儿体验不同的舞蹈类型，深入了解和感受少数民

族的文化特点。通过学习民族舞蹈，幼儿不仅能够有效拓宽自己

的视野，还能逐渐培养出较高层次的审美情趣，丰富他们对艺术

作品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又如，教师可以结合蒙古族、傣族等少

数民族的舞蹈文化展开幼儿舞蹈创编活动，通过将民族舞蹈与幼

儿舞蹈融合的方式，让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幼儿教育中，以

此帮助幼儿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产生更深入、全面地理解。

（四）结合本地民俗资源开展幼儿教育

在开展幼儿教育时，教师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和本地乡土资

源，以此更为深入地引导幼儿感受祖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使其更为直观、生动地理解家乡的发展与变化，激发他们热爱祖国、

热爱家乡的思想情感。为此，在实施幼儿教育时，教师要善于从

本地民俗资源发掘育人元素，积极带领幼儿参与到各种本地民俗

组织的节日庆典活动中，以此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本地民俗的音乐

及美术作品等内容。在实践教育中，通过引导幼儿学习本地民俗

歌曲、舞蹈、手工艺术品的制作等方式，增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之情。通过将本地民俗资源融入幼儿教育中，能够有效拉近幼儿

与本地文化的契合度，让他们更热爱自己的家乡，这也是提升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到幼儿教育深度的重要一环。

民俗资源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部分，它也是幼儿

深入理解该文化传统的重要途径，更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核

心要素。幼儿教育具有显著的形象性特征，其教学过程强调体验

性，这使得幼儿能够更深刻地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既

贴合幼儿阶段的认知特性，又突显了幼儿教育的体验性优势。以

主题活动为核心开展的幼儿教育，能够显著扩展幼儿的文化视野，

并在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幼儿教育过程中，幼儿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体验，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更为直观和具体的认识，无形中培养了

其高级的审美能力，对于提升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

创造力、想象力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影响。

四、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

的效果，教师可以从借助微视频开展幼儿教育；结合传统节日开

展幼儿教育；结合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幼儿教育；结合本

地民俗资源开展幼儿教育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渗透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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