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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开端，意义重大。《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强调要让幼儿感受祖国文化优秀、

了解多元文化。幼儿期是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塑造关键

期，此时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能在幼儿心中播撒文化种

子，助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树立文化自信，为终

身发展筑牢文化根基。把传统文化融入区域游戏，能为

幼儿带来丰富学习体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

爱，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从小培育文化自信。

一、理论建构

（一）理论基础

1. 文化历史发展理论（维果茨基游戏观）

维果茨基强调，游戏在幼儿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它是幼儿将外部社会文化转化为自身心理活动

的重要途径。在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中融入传统文化，

能够为幼儿提供丰富的社会文化情境，使他们在游戏中

通过与同伴、教师以及游戏材料的互动，不断吸收和内

化传统文化知识，促进自身心理机能的发展。例如，在

角色扮演区开展传统节日庆典游戏，幼儿在扮演不同角

色参与节日活动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传统节日的习俗和

文化内涵，从而提升自身的认知和社会交往能力。

2. 具身认知理论（身体参与的文化体验）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

结果，身体的体验和活动在认知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在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中，幼儿通

过身体的直接参与，如手工制作、传统游戏的实际操作

等，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比如，在美

工区进行剪纸活动，幼儿亲自拿起剪刀裁剪纸张，在这

一过程中，手部的动作以及对纸张形状变化的感知，都

有助于他们深刻理解剪纸这一传统艺术形式，这种身体

参与的文化体验比单纯的理论讲解更能让幼儿获得深刻

的认知。

3. 活态传承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活态传承理论

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得以传承和

发展。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为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幼儿在游戏中亲身参与传统文化活

动，使得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态的知识，而是以生动、鲜

活的形式融入幼儿的生活。像传统民间游戏，幼儿在玩

的过程中，传承了这些游戏的玩法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价

值，让传统文化在幼儿的生活中得以延续和发展。

（二）适切性分析

1. 传统文化元素与幼儿认知特征的匹配度

幼儿的认知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接受具象化、重

复性和趣味性的事物。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元素都具备这

些特点，如传统儿歌、童谣，它们语言简单、节奏明快，

富有重复性，容易被幼儿记住和传唱；民间故事内容生

动形象，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能够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与幼儿的认知特征高度匹配，有助于

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区

域游戏活动中。

2. 区域活动载体优势

幼儿园区域活动以其丰富的可操作材料、生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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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模拟和频繁的同伴互动为传统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独特

的优势。在建构区，幼儿可以通过积木等可操作材料搭

建传统建筑，直观地感受传统建筑的结构和特点；在角

色扮演区，通过情境模拟古代集市，幼儿能够在与同伴

的互动中体验传统的商业礼仪和文化习俗。这种区域活

动的形式，让幼儿在亲身体验和互动交流中更好地理解

和传承传统文化。

（三）实施原则

1. 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要求依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来选择传

统文化内容。小班幼儿认知能力有限，思维直观形象，

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可选择简单、生动的传统文化元素，

如简单的传统儿歌、民间故事等。中班幼儿认知和动手

能力有所提高，可选择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内容，像传统

手工制作。大班幼儿抽象逻辑思维开始萌芽，对知识渴

望探索，可选择具有深度和综合性的内容，如传统建筑

搭建、传统节日的深入探究等。

2. 游戏化原则

游戏化原则是激发幼儿参与传统文化区域游戏活动

的关键。要通过设计有趣的游戏形式，将传统文化融入

其中，避免枯燥的说教。如将传统民间游戏猜灯谜进行

创新设计，制作带有图片和文字解释的灯谜卡片，让幼

儿在猜测中了解传统文化知识，感受节日氛围；在美工

区开展传统绘画主题挑战赛，激发幼儿的竞争意识和创

作热情，使他们在快乐中学习传统文化。

3. 生活化原则

生活化原则强调将传统文化与幼儿的生活经验相链

接。传统节日、节气等都是幼儿生活中常见的元素，在

区域游戏活动中融入这些内容，能够让幼儿更好地理解

和感受传统文化。比如在传统节日时，在角色扮演区开

展相应的庆祝活动，让幼儿在体验节日习俗的过程中，

传承传统文化；在自然区结合节气变化，引导幼儿观察

植物生长，了解传统节气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使传统文

化在幼儿的生活中得到体现和传承。

二、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的实践路径

在将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的过程中，

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至关重要。以下从内容筛选体系、

区域活动重构方案、教师支持策略这几个关键方面展开

阐述。

（一）内容筛选体系

为了确保传统文化内容能在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中

有效且安全地呈现，建立三级筛选标准十分必要。

1. 安全性

首要考量的是安全性因素，在对各类物品进行筛选

时，秉持着严谨且负责的态度，坚决剔除那些包含尖锐、

细小物件的内容。尖锐物件容易造成刺伤、划伤等意外

伤害，而细小物件一旦被误吞或吸入，会给使用者尤其

是儿童带来极大的健康风险，所以为保障安全，必须将

这些存在隐患的物品排除在外。例如，在传统手工制作

中，一些可能会对幼儿造成伤害的尖锐工具，像锋利的

雕刻刀等是绝对不能出现在游戏材料中的；细小的珠子

等物品也应避免，以防幼儿误食或造成其他安全隐患。

2. 可体验性

筛选出的传统文化内容应支持幼儿多感官参与，这

样能让幼儿更深入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学习效

果。比如，在传统节日活动中，不仅让幼儿观看节日相

关的图片、视频，还提供相应的食物让他们品尝，像中

秋节的月饼、端午节的粽子等，同时让他们动手参与制

作，通过触摸、操作等方式，调动视觉、味觉、触觉等

多种感官。

3. 时代适切性

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筛选时，要注重其时代适切性，

比如传统皮影角色，有些形象和故事对于现代幼儿来说

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可以进行改良。通过简化故事内

容、更新角色形象，使其更贴近现代幼儿的生活和认知

水平，让幼儿更容易接受和喜欢。

（二）区域活动重构方案

通过对不同区域活动进行重构，将传统文化巧妙融

入其中，为幼儿打造更具特色和教育价值的游戏环境。

1. 角色区：民俗生活剧场

以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为主题精心打造角色区，在

角色区内设置传统集市、民俗村落等不同场景。通过准

备古色古香的传统服饰、具有年代感的生活用品以及各

类民俗道具，让幼儿能够充分沉浸其中。例如开展清明

上河图主题角色游戏，设置茶肆、布庄、驿站等场景。

在茶肆中，幼儿可以模仿古人泡茶、品茶，了解传统的

茶文化，从茶叶的种类、泡茶的步骤到茶具的使用等方

面都能有所涉猎；在布庄，幼儿可以扮演老板、顾客等

角色，了解传统的纺织工艺和布料交易，认识不同质地、

花色的布料；在驿站，幼儿可以体验古代的交通和信息

传递方式，感受古人出行的情景。通过这样的角色游戏，

幼儿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古代民俗生活。

2. 美工区：非遗工坊

在美工区精心构建非遗工坊，通过合理规划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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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出作品展示区、材料存放区以及实践操作区。工坊

内引入丰富多样的非遗项目，如剪纸、面塑、扎染等，

为幼儿创造一个沉浸式接触和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

境。以简化版蓝印花布制作活动为例，传统的蓝印花布

制作工艺复杂，使用的雕版对于幼儿来说操作难度较大

且存在一定危险。可以采用蔬菜拓印替代传统雕版，选

择形状规则、容易雕刻的蔬菜，如胡萝卜、土豆等，让

幼儿在上面雕刻简单的图案，然后蘸上颜料在布料上拓

印。这样既保留了蓝印花布的艺术特色，又降低了操作

难度，适合幼儿参与，让他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印染工

艺的魅力。

3. 建构区：传统建筑探秘

在幼儿园充满趣味与探索氛围的建构区，精心开展

传统建筑探秘活动。活动过程中，教师借助丰富多样的

教学材料，如逼真的建筑模型、精美的图片以及生动形

象的视频，以斗拱结构拼搭为例，使用大颗粒积木模拟

斗拱。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独特的结构，具有重要的

力学和美学价值。教师先向幼儿展示斗拱的图片和实物

模型，讲解其作用和特点，然后让幼儿用大颗粒积木尝

试拼搭斗拱结构。在拼搭过程中，幼儿可以直观地感受

斗拱的层层叠加、相互支撑的原理，培养他们的空间想

象力和动手能力，同时也能领略传统建筑的独特魅力。

4. 语言区：口传文学新编

在语言区开展口传文学新编活动，以方言童谣创编

游戏为例，结合现代生活场景，让幼儿在传承方言童谣

的同时，也能将其与现代生活相联系。教师先收集一些

本地的方言童谣，教幼儿朗诵，让他们感受方言的韵味

和独特表达方式。然后引导幼儿根据现代生活中的场景，

如乘坐地铁、逛超市、玩游戏等，对方言童谣进行创编。

这样不仅能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还能让

方言童谣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三）教师支持策略

1. 文化资源包的开发

教师应开发文化资源包，包含实物材料包和数字资

源二维码，实物材料包中可以有传统的手工艺品、民俗

文物的模型、传统游戏的道具等，让幼儿能够直观地触

摸和感受。例如，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实物材料包中可

以有春节的春联、福字，端午节的粽子、香囊等。数字

资源二维码则链接到丰富的数字资源，如传统文化的

纪录片、动画故事、民间艺人的教学视频等。幼儿通

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观看这些资源，拓宽对传统文

化的认知。

2. 鹰架提问技巧

教师要掌握鹰架提问技巧，通过巧妙的提问引导幼

儿深入思考，比如在传统建筑活动中，教师可以问“为

什么古人要设计飞檐？”引发幼儿对飞檐的功能、美学

价值等方面的思考。在民间艺术活动中，问“剪纸中的

对称图案有什么作用？”引导幼儿观察和分析剪纸艺术

的特点。这样的提问能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

3. 家园协同机制

建立家园协同机制，邀请祖辈家长参与活动指导，

祖辈家长往往对传统文化有着更深厚的了解和传承，他

们可以为幼儿讲述传统故事、传授传统技艺。例如，在

传统节日活动中，邀请祖辈家长来园，和幼儿一起包粽

子、做月饼，他们可以将传统的制作方法和习俗故事传

授给幼儿。在传统游戏活动中，祖辈家长也能分享自己

小时候玩过的游戏，让幼儿感受传统游戏的乐趣，促进

传统文化在家庭和幼儿园之间的传承。

三、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的

深入探索，在幼儿发展、教师成长以及课程丰富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将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活

动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是传统文化现

代转化度把握难题，如何在保留传统文化内核的同时，

以符合现代幼儿认知和兴趣的方式呈现，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向展开。一方面，长

期追踪文化启蒙的后续影响，了解幼儿在接受传统文化

教育后，其在认知、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长期发展变

化，为教育效果的评估提供更全面的数据支持。另一方

面，探索混龄游戏中的文化传承模式，不同年龄的幼儿

在混龄游戏中相互交流、学习，可能会产生独特的文化

传承效果，这一模式值得深入研究，以拓展传统文化教

育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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