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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学中的作用研究
熊坤阳

（益阳市中心幼儿园，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历经千年沉淀下来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内在动力源泉。幼儿阶段正是身心快速发展，

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建立的关键时期，因此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于幼儿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是幼儿教育的重要

内容，同时也是幼儿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在详细阐述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的基础之上，提出并总结出了将

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学中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够切实为一线幼儿教育工作者带去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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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根基所在，同时也是中

华民族在五千多年以来生生不息的重要见证。传承与发扬中华民

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其中，幼儿的作用更为重要。不仅幼儿的成长与发展正在呼唤着

传统文化的融入，幼儿教育的全面改革也离不开传统文化所发挥

出的独特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

的相互融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培养幼儿的社会责任感

在幼儿成长的任何阶段，担当与责任都是幼儿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其培育并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需要的是日积月累，细节渗透，逐步形成。

纵观现如今大多数的幼儿，由于家庭无微不至的呵护，甚至溺爱，

致使对于部分幼儿的道德教育缺失，幼儿甚至不知道何为责任感，

更别说很好的落地践行了。而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责任感的教育

资源多种多样，同时，还涉及多种文化形式。如果从幼儿时期就

培养幼儿形成良好的担当意识，如自己的错误要自己承担后果等

等，那么即使幼儿长大，类似的担当意识也将陪伴幼儿的一生。

此外，伴随着幼儿社会责任感意识的逐步形成与深入，幼儿的内

在修养也将随之提升，将为促进幼儿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人

才，实现自我价值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有助于提升幼儿的沟通交往能力

当今时代，不管干什么事情，都需要协作完成，过去单枪匹

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交流也变得日益密切。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随着

分工越来越细致，只有具备良好的交通交往能力，那么才能保证

事情的有序运转。幼儿正处于语言积累、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时

期，这个时候，在提升幼儿沟通交往能力的同时，必要的礼仪教

育是不可缺少的，毕竟我国是礼仪之邦。这时候，由于中华传统

文化中关于礼仪的名言警句、经典故事数不胜数，如孔融让梨等，

教师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之中，要善于以教学内容为基础，尽可能

拓展这方面的知识。不仅是幼师，家庭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

至关重要。如果教师与家长能够将有关礼仪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在有形与无形之中渗透于幼儿教育的每一个阶段与细节之中，那

么将为今后幼儿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有助于培养幼儿的家庭规则意识

当今时代，很多幼儿都是独生子女，由于家庭中孩子较少，

很多家长将孩子视为掌上明珠，随着溺爱现象越来越严重，部分

幼儿便会出现以自我为中心，不懂的分享等问题。一方面不利于

幼儿家庭规则意识的培养与建立，另一方面还可能会使得幼儿养

成自私自利的性格，不管是哪一方面都将对幼儿的成长将带来消

极的影响。根据实际数据调查得知，现如今幼儿最凸出的问题就

是缺乏感恩，且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学习中不懂得如何控制情绪。

然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将从思想层面给予幼儿引导，在

接触与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幼儿不仅可以了解很多关于道德、

礼仪、品格等方面的成语、典故、人物传记等，而且还能切实丰

富幼儿的内在文化涵养。如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等国学经典

的朗读与背诵，在潜移默化之中幼儿的思想就会受到熏陶，致使

幼儿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将思想付诸行动之中，如孝顺父母、

尊重长辈等等，非常有利于幼儿家庭规则意识的培养与建立。

（四）有助于传承与发扬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由此可见在

我国，传统文化学习与传统美德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难发现，

在我国众多的成语典故之中，都在弘扬孝顺父母、尊敬师长的传

统美德，当然也不乏包含着很多为人处世的小故事，同时，通过

阅读各大名著，我们也将发现其中知恩图报的教育案例数不胜数。

由此看来，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在对幼儿开展日常教育教学的

时候，更应在有意无意之中渗透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理念与内

容，促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之中就能够更好的受到传统美德教育的

熏陶与影响。通过加大力度宣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内容，促

使幼儿对真善美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认知，最终非常有利于引导

幼儿坚定传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信念，促使我

国诸多的中华美德都能得到弘扬，且最终为促进幼儿综合素质的

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学中的有效策略

（一）将中华传统文化渗入区域游戏活动

区域游戏是幼儿在幼儿园经常接触到的主要游戏活动形式之

一，对于幼儿来说，由于他们年龄尚小，如果教师一味地坚持传

统的说教教育方式，那么不仅不会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甚至有

些时候还会引起幼儿的反感。游戏是幼儿非常喜欢的活动之一，

如果能够将中华民族传统知识与区域游戏活动完美结合起来，那

么可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时候，对教师的教育能力便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在全面了解幼儿性格特点、兴趣爱好

的基础之上，充分挖掘的不同类型的区域游戏活动中所蕴含着的

丰富教育元素，促使幼儿在做游戏的过程之中就能够获得综合素

质的显著提升。将中华传统文化渗透于多种多样的游戏活动过程

中，拓展游戏的教育价值，致使幼儿能够切实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进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开展有关民俗文化的游戏活动，在游戏开

展的过程之中设置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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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对小班的幼儿，一些比较简单的、趣味性的游戏是首选，

例如手工制作工艺品。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们开展有关新年物品的手工制作游戏活动，引导学生充分发挥想

象力，先想象在传统新年中，大家都能见到哪些别具特色的物品，

有的幼儿说有鞭炮，有的幼儿回答，我看到过红色的灯笼，还有

的幼儿说，妈妈会给我买新衣服等等。之后，正在幼儿热情高涨

的同时，教师可以为有意普及有关新年的相关知识，如新年的由

来，新年有哪些传统民俗等等，最后，引导幼儿亲自动手做一做。

老师可以将幼儿制作好的成品粘贴或者悬挂于教师中，在引导幼

儿身临其境的感受节日氛围的同时，增强幼儿对诸如春节、国庆节、

重阳节等相关传统节日的认知。

（二）将中华传统文化渗入幼儿一日生活

幼儿的一日生活主要包括幼儿的入园、吃饭、睡觉、游戏、

学习等多个方面，如果能够将中华传统文化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

的每一个细节之中，那么不仅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并且丰富幼

儿的学习与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幼儿实时将理论落实于实

践，千万不要小看生活的每一处细节，如果能够坚持，在日益月

累的基础上势必能够由量引发质变。

例如，在每天的早饭、中饭与晚饭的过程之中，教师可以向

幼儿渗透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并且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不挑食，不浪费事物，要自主进餐，切实让学生明白粒粒

皆辛苦的真实内涵。再如，在幼儿清晨的热身活动中，教师可以

引入丰富多彩的传统民间小游戏，如木头人、跳房子、老鹰捉小

鸡等等。一方面在游戏进行的过程当中，培养幼儿良好的规则意识，

另一方面有利于幼儿学习自我控制的优秀品质。同时还能在游戏

的过程中引导幼儿深刻认知传统民间小游戏的魅力所在，是强化

幼儿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认知的重要举措。

当然，幼儿的一日活动还包括早操，早操是所有幼儿在幼儿

园的第一个集体活动，是增强幼儿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同时，

早操还能促进幼儿基本动作协调性的发展，对于幼儿动作协调能

力、集体意识的培养与提升都将发挥出显著的积极作用。借助早

操这一良好的契机，幼儿园便可以将诸如中华武术、太极拳等极

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活动融入早操之中，同时，在选取音乐的时

候，还可以有意搭配一些我国传统的古典音乐、民间童谣等。一

方面保证了早操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早操的教育价值也得以凸显，

促使中华传统文化与幼儿一日活动有效的融合在一起。

（三）将中华传统文化渗入单元主题活动

单元主题活动，即需要确定一个单元主题，然后围绕主题，

教师组织幼儿开展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主题活动。单元主题活动，

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将教学内容有机衔接在一起，为幼儿构建一

个完整的学习体系。通过单元主题活动的开展，幼儿不仅能够获

得与主题相关的经验知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渗透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时机。幼儿将在开展主题活动的过程之中，

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将为今后幼儿传

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幼儿开展成语学一学、演一演的主题活动，

在教师的帮助之下，先理解成语的含义以及了解成语背后的故事。

在此基础之上，引导学生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将故事还原，如完

璧归赵、负荆请罪等等。一方面通过了解与成语相关的历史背景，

更能加深幼儿对成语的记忆，另一方面，通过演一演的活动，有

助于幼儿深刻理解故事当中的文化内涵。

再比如，以“我的祖国”为主题，教师可以以“国庆节是几号”“国

庆节是庆祝谁的生日”“祖国到底有多大”等类似的问题导入，

通过举出实例，每周一幼儿园都会组织升国旗，引导幼儿说出这

件事情背后所蕴含着的独特意义。最后，教师还可以以音乐的形

式教会幼儿完成 1—2 首有关祖国的歌曲，如“我爱你，中国”“义

勇军进行曲”等等。当然，了解我国传统文化京剧，也是与这一

主题相关的活动之一。总而言之，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来加深幼儿

对祖国的情感，培养幼儿高尚的爱国情操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

（四）将中华传统文化渗入幼儿园环境营造

幼儿园是幼儿学习与生活的重要场所，因此，对幼儿的教育

教学，一定不能忽略幼儿周围环境所发挥出来的独特与潜在的育

人价值。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于幼儿园的一砖一瓦，一面墙

甚至每一个细节之中，都能很好地为幼儿更深层次地受到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与精神鼓舞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以强化我国

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幼儿思想、行为、举止、观念等发挥出来的积

极作用，最终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积极向上的成长。根据幼儿

特殊的身心发展特点与兴趣爱好，幼师进行合理且灵活的幼儿园

氛围营造与布置，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渗透于幼儿园环境的每

一处细节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便能有效地达到对幼儿思想教育

的目的，同时更好的约束幼儿的行为举止，建立正确的规范，提

升幼儿完善的沟通交际能力，促进幼儿综合全面的成长成才目标

的实现。

为了促进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教学的完美融合，

势必需要先引导幼儿对我国的历史发展有最基本的了解。因此，

教师在进行校园文化环境营造与布置的时候，可以从历史的角度

出发，将包含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经典故事以人物绘画的形式

涂鸦在校园的墙壁之上，如孔融让梨、孟母三迁等等家喻户晓的

故事，教师就可以将这些故事的经典脉络以绘画的形式将故事发

展过程形象且直观得展现出来。一方面很好地美 化了校园环境，

更突显校园的书生气，为幼儿学习与生活提供和谐且愉悦的氛围。

另一方面在家长、教师、幼儿来回经过墙壁的时候，就一定会被

故事吸引，进而还原故事，为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的有效融合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校园走廊还应悬挂中国结等代表传统文

化的物件，也可以在走廊的阅读区域或者在班级的读书角适当增

加一些例如弟子规、三字经等经典的国学书籍，也可以增加一些

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故事书籍，在有意无意之中向幼儿渗透传

统文化的相关知识，在无形之中发挥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幼儿

教育的独特作用与价值。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教育阶段，不管是明面上的传统文化教育，

还是将传统文化渗透于与幼儿相关的每一细节、每一个活动之中，

相信都将对幼儿一生的成长都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继承与发扬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应从幼儿时期就应该培养。如此，才能

强化幼儿的民族意识，坚定幼儿的理想信念，为今后报效祖国奠

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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