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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汪　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幼儿园，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幼儿园教育课程不断地在发展，当今社会更加注重一个人的品质与修养，而红色文化蕴含着先辈的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将

红色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使幼儿在体验中对红色文化形成初步的认识，以“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增强幼儿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具有中国心的健康、快乐的儿童。文章主要是从将红色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实

践出发，对实践的效果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旨在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有效利用红色文化教育资源，挖掘适宜的红色文化内容，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预设课程、筛选课程，将红色文化更好的、更具特色的融入幼儿的一日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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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幼儿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3-6 岁是幼儿人生重

要的启蒙时期，也是影响品德形成的重要时期。红色文化承载着

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能给幼儿提供丰富且典型的教育素

材，有助于幼儿的性格习惯养成和思想品德的熏陶，在价值观塑造、

认知发展等方面意义重大。教师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并有效利用，

以五大领域来建设红色课程体系，构建了红色园本课程《希贤希圣，

童蒙养正》，“希贤”源于我校创始人邓小平原名，在“希贤童蒙”

这片充满爱与智慧的课程沃土上，致力于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全方

位、多维度的成长环境。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将红色与健康、

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的知识有机融合，让红色教育

自然而然地渗透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与游戏中，激发幼儿无限潜

能，引领幼儿踏上全面发展的成长之旅。

二、幼儿园红色教育的价值

红色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红色文化中包含着

无私奉献、团结友爱、艰苦奋斗、勇敢无畏等优秀品质，培养幼

儿品德，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学习素材和

多元化学习体验，拓宽幼儿视野，更直观的感受中国历史，激发

好奇心与求知欲，让幼儿认知得到发展。

（一）品 德培养

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

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

挺立潮头。”而幼儿园教育是教育的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学校教育制度的重要阶段，幼儿的正确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就

是 3-6 岁阶段。而红色文化正好蕴含着一个人发展中需要的优良

品德与优秀精神，红色教育讲述了无数革命先烈为国家独立、民

族解放的英勇奋斗故事，在幼儿学习了解的过程中，通过视频、

图片、讲故事、唱红歌等各种方式耳濡目染，深刻感受到国家曾

经经历的苦难，培养幼儿的爱国之情、责任感和正义感，引导幼

儿学会爱惜劳动成果、团结友爱，勇于克服困难。

（二）文化传承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园应当与家庭、

社区合作，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

条件。幼儿园以游戏为载体，挖掘园所及周边资源，将长征精神、

长征文化元素融入到室内外游戏活动中，以红色为题材开展亲子

运动会，模拟巧云军粮、飞夺泸定桥、运送炸药包和迈向新时代

等场景，让幼儿和家长亲身体验长征精神。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

的血脉，我们要深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利用学校周边的博物馆、

桥梁等，让幼儿拟定活动主题，向幼儿讲好百年红色故事，传扬

革命英雄的高尚品质，塑造幼儿价值观，让幼儿在红色文化的熏

陶下，养成良好品德，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实现一生想要做什

么的笃定。

（三）认知发展

 红色教育能在多方面对幼儿的认知产生积极的影响，丰富历

史文化认知，在亲子阅读、参观博物馆、打卡红色基地过程中拓

宽对历史文化的认识；红色教育中有许许多多为国家、社会无私

奉献的英雄事迹，幼儿从学习过程中能认识个人与 社会、与国家

的紧密联系，知道很多人走在为社会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成

为国家栋梁之材，为祖国发展添灯加彩，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

则国智；红色故事中的英勇战士展现出坚韧、勇敢、爱国、奉献

等诸多优秀品质，幼儿在聆听这些故事的过程中，能够直观地感

受道德品质的具体体现，从而在内心深处形成对这些道德观念的

初步认知。

三、幼儿园红色教育的实践路径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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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儿童真实生

活紧密相连的资源均可被视为课程资源。课程资源应从儿童的需

要出发，涵盖人、物质、社会、文化、自然以及生活中的一切元素，

无论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是细微的一片叶子、一朵花，甚至是知

识和儿童的经验，均可成为课程。幼儿园课程资源是实现幼儿园

教育目标、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多样的课程资源

能够为幼儿提供多元化的学习体验，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探索

欲望。

（一）红色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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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的丰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能为幼儿习

惯养成和思想品德熏陶提供源源不断的教育素材。将红色文化融

入到了幼儿园一日生活、主题教育和环境创设中，挖掘丰富的课

程资源，让红色文化走进幼儿园，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课

程，能提升幼儿的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课

程资源包含了园所文化资源、物质环境资源、教师资源、家长资源、

社区资源、地方本土资源、数字化信息资源等，遵循共享性原则、

经济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实效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

图一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二）建构完整的园本课程体系

 构建完整的园本课程体系的关键是确立教学目标和支架，将

红色文化和课程融合，融入幼儿园的一日生活、游戏、主题教育

和环境创设中。以大型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相关主题活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的一日活动中大力弘扬、渗透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借助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传承红色基因，结合

新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涵；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激发爱国情感；做

好幼儿园、班级内的环境创设，营造爱国主义的浓厚氛围。讲昨

天的故事，立今天的品格，济明天的世界。

图二 园本课程体系

（三）整合多元红色资源，开展课程实践活动

 1. 环境是隐形的教师，让环境会说话。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

人文、社会、自然等资源中的红色元素，在幼儿园进行展示；如：

红色荆楚、我们的红色故事、多彩的 56 个民族、我们的国旗、红

色润童心、建党小常识、最可爱的人、党的百年征程、传承红色记忆、

红色放映室、荣耀中国、童心向党、科技兴国等等，让环境充分“说

话”，最大限度体现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同时将红色文

化精神植根于幼儿。

2. 用足户外资源。户外资源蕴藏着丰富、灵动的资源，它们

是教育的活教材。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

走出户外，充分利用大自然的万物，让幼儿在大自然中自主地学

习。教师带领幼儿外出写生、踏春、拾秋，捡枯草，一起制作草鞋、

炸药包等等，感受革命先辈的付出。踏寻红色基地，参观博物馆，

每个红色遗址的背后都蕴藏着一段历史故事，在生活中与家人共

同参观红色旅游景点，阅读红色书籍，观看影视作品，身临其境

的感受红色文化。

3. 让红色课程融入幼儿园课程，打造园本课程。以幼儿提问

为线索，以项目式学习为基础，教师生成红色课程，经过预设课程、

课程审议、课程复盘来将红色课程在幼儿园落地生根，浸润童心。

4. 让游戏点亮课程。在室内外自主游戏中，教师开展丰富多

彩的游戏活动，让幼儿园在游戏中体验和感知红色文化精神，在

体验中成长。例如“飞夺泸定桥”“我是小小兵”“炸碉堡”等，

通过创设军事游戏场景，丰富幼儿的红色游戏体验和感受，通过

体育游戏，将孩子们带来逼真的军事情景中，培养孩子们坚强勇敢、

不怕困难、团结合作等红色精神品质。

图三 主题课程地图

四、结语

红色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具有重要的价值。不仅可以培

养幼儿的爱国情怀、培养良好品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社

会认知与道德认知，还可以丰富课程内容。幼儿园通过红色文化

教育，在幼儿幼小的心灵埋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将红色文化资源

中蕴含的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通过环境创设境、提供游戏

材料、开展五大领域教学活动等多种方式，帮助幼儿了解历史事件、

认识英雄人物、感悟革命精神，让幼儿通过实践活动、亲身体验、

直接感知、用心感悟的方式，感受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情怀。

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丰富多样的游戏活动，在快乐的活动中丰

富经验、扩展认知，提升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萌发爱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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