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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的价值

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传

统节日文化活动的通知》强调，应围绕传统节日组织开

展文化活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并引导群众

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教育部《关于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强调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各领域。在当前国家积极倡导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融入幼儿教育当中，能够使幼儿教育的针对性和特色化

更强。[1] 因此，把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容融入幼儿园园

本课程中，通过让幼儿亲身参与和体验传统节日活动，

不仅能够丰富园本课程的内容，提升课程的趣味性和吸

引力，还能够使幼儿深刻理解传统节日的起源及其背

后蕴含的文化深意，增强幼儿的文化自信，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为他们的全面发展与未来成长奠定坚实

的基础。

二、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实施现状

（一）课程资源零散

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传统节日文化的资源普遍分

布不集中且缺乏系统性。通常分散在不同领域的教学活

动、节日庆典大型活动、环境创设等，没有形成全面且

系统的教学资源。这种分散的状态，不仅导致课程内容

缺乏连贯性和深度，还影响教师高效地开展教学活动，

同时，制约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全面理解与深入学习，

难以形成系统而深刻的认识。

（二）课程内容缺乏多样性

当前幼儿园园本课程中传统节日文化的的内容较为

单一，缺乏多样性。一是课程内容大多停留在表面庆祝

层面，缺乏深度挖掘和内涵解读。二是课程内容在设计

与选择上，未能充分融入与幼儿生活贴近、富有趣味的

活动内容，这不仅难以有效激发幼儿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也难以满足他们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三是课程内容在设

计与实施上，缺乏差异化设计，不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幼

儿的发展需求，限制了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范围。

（三）教师专业素养有待加强

教师在课程的实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

目前很多教师在传统节日文化教育方面的专业素养仍有

待提升。部分教师在传统节日文化知识认知上存在片面

性，在教学方法上显得较为单一，在教学设计上缺失创

新性。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在实施园本课程时，难以达

到预期的教学效果，难以让幼儿深入领略传统节日文化

的魅力与价值。

（四）家园合作机制尚需完善

幼儿园应认识到家庭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并与家

长有效合作，共商教育政策，才能与家长就幼儿某一行

为习惯的养成达成共识，从而共同促进幼儿健康地成长，

让教育适应孩子的需要 [2]。家园合作在传统节日文化的

实施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当前家园合作机制尚需完善。

家长对传统节日文化缺乏认知，在幼儿园开展相关传统

节日课程时缺少沟通与支持，导致教育效果难以在家庭

中得到延伸和巩固，难以达到有效的家园共育。

三、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实施策略

（一）整合课程资源

1. 挖掘传统节日核心文化价值

幼儿园应整合各类课程资源，丰富传统节日文化的

内容，挖掘传统节日核心文化价值。传承传统节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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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应该是对传统文化背后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进行

深挖，明确了文化的价值，才能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地取

其精华，弘扬发展。[3] 传统节日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

底蕴和文化内涵。在整合课程资源时，应深挖每一个节

日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意义，提炼出核心文化

价值，进而形成系统的传统节日文化核心价值，为教师

开展传统节日文化课程提供方向。

2. 创设传统节日主题课程方案

为促进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有效实

施，应创设传统节日主题课程方案。中国传统节日常以

农历时间为主线来划分，一年中主要有春节、元宵、龙

抬头、社日、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元、

中秋、重阳、下元、冬至、腊八、小年、除夕等一系列

与节气相关的节日。每个节日都形成了独特的习俗，也

代表着不同的含义。[4] 因此，应精选贴切幼儿较多生活

经验的节日，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

冬至等，以每一节日主题预设课程，并结合幼儿的兴趣

和已有经验，设计生成性的项目活动。在园本课程设计

上，可以围绕各节日主题活动的核心价值，融合健康、

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梳理出主题活动课

程方案，形成系统的传统节日文化课程。

3. 融合家庭、社区资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园应与家庭、

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

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 家庭和社会

是幼儿成长的重要环境，通过融合家庭和社区资源，可

以为幼儿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学习体验。如邀请家长

参与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增进亲子关系，传承

文化。利用社区资源，如文化馆、社区手艺人、博物馆

等，让幼儿在参观、学习中了解传统节日的历史和文化，

体验传统手工艺制作，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传统节日的文

化内涵。

（二）拓展课程内容

1. 融入传统节日历史和文化

在园本课程中，可融入各传统节日的特有习俗及其

节日核心文化价值，引入与节日相关的民间传说、节日

美食、文学作品等丰富课程内容，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和

吸引力。进一步帮助幼儿提高对节日的来源、习俗等知

识的认知，如春节的亲人团聚、辞旧迎新、接福纳祥，

清明的祭祀、缅怀亲人、清明果、挂艾草，中秋的赏月、

月饼、思念亲人，端午的纪念屈原、忠诚爱国等，让幼

儿对传统节日文化有更深的认知，增强民族归属感和自

信感。

2. 创设丰富有趣的活动

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兴趣创设活动，激发幼儿参

与活动的热情。可运用艺术畅游（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庙会、传统节日大型活动、情境表演、社区场景化活动

等方式，让幼儿走进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中，感受不同传

统节日的习俗、美食，体验各节日特有的文化价值。如

在春节大型活动“庙会”中，与爸爸妈妈们身穿唐装漫

步在“庙会”，身临其境体验制作花灯、猜灯谜、小贩买

卖、人力车夫等活动，在活动中享受亲子时光，体验自

力更生，崇尚劳动，激发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热爱，传承

民族文化。

3. 渗透道德礼仪

我国节日文化中蕴含着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

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不同的节日传递着不同的文化传

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诚信、爱国、孝道、尊老等传统

精神文化价值。[6] 在传统节日文化的教育中，道德礼仪

的渗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应将各节日蕴含的道德礼仪

渗透在园本课程中，培养幼儿的历史传承、文化传承、

道德教育、社会认同感，培育幼儿的良好道德礼仪。

4. 增设食育体验课程

以生活活动为载体，挖掘传统节日中的食育元素，

如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汤圆、清明节的清明果、端午

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等，借以亲子活动、劳动课程

等，让幼儿在看、做、品各传统美食的过程中提高对食

材的种类、营养价值的认知，对烹饪技能的学习，对节

日的文化价值和食育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认知。

（三）加强教师培训

1. 专家引领

定期开展教师培训，引进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丰富

教学经验的专家入园指导。通过专家培训帮助教师深入

了解传统节日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增强

教师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建立互动

机制，邀请专家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答疑，满足教师在

实践探索中各项问题，共同推进传统节日文化在园本课

程的实施。

2. 教研助长

成立传统节日活动教研组，定期与不定期开展教研

活动，以活动观摩、经验分享、案例分析、互动研讨等

方式提高教师的能力。通过教研帮助教师深入了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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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文化的内容、价值及实施途径，进而提高教师的在

传统节日文化课程和项目生成活动的能力，促进教师的

课程资源的整合与运用能力、教育教学能力，为日后幼

儿的教学活动、园本课程的优化和完善、课题研究等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优化家园合作机制

1. 落实友好家庭活动的策划和实施

充分利用友好家庭活动，促进家园共育。班级家

庭分成若干组别，每组组长由班级家委担任，并负责

统筹、组织落实本组家庭的活动，包括活动的主题、时

间、地点等，要有方案、有活动重点。教师与各组组长

密切联系，根据当前本班开展传统节日文化课程活动的

实际需要分配活动，给予组长专业的指导，让家长走进

班级课程活动中，共同促进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

与发扬。

2. 构建家园共育平台

建立家园共育平台，创设家长助教、家长开放日、

亲子研学等活动，帮家长走进幼儿园、班级活动，共同

为幼儿传承文化，感悟传统节日文化价值而努力。如充

分挖掘家长资源，在春节中邀请有剪纸、写春联手艺的

家长开展家长助教活动，幼儿在欣赏不同窗花、体验剪

窗花、写对联、“福”字的亲身操作中，了解贴窗花、对

联的寓意，感知春节迎春纳福、驱邪避害等节日文化。

通过家园共育活动，形成教育合力，促进幼儿对节日文

化的深入理解和体验。

小结

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实施，对于提

升幼儿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整合课程资源、拓展课程内容、

加强教师培训、优化家园合作机制等策略，可以有效地

促进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实施，让幼儿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和理解传统节日文化，培养他

们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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