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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扎染文化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以 XXX 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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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仫佬族扎染文化在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具体应用和影响，并以 XXX 幼儿园作为实验研究对象，设计

与实行了以扎染文化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目的是增强幼儿在实践操作能力、创新思维和文化认同方面的表现。经过一系列的研究，

将扎染文化深入地融入到幼儿生活中，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审美觉悟和实践能力，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更加

珍视和欣赏传统文化。该研究的成果为扎染文化在幼儿园实践中得到了理论与实际的支持，这为其实际应用和推广带来了很大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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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多样的艺术形式—

传统表演艺术、民间艺术和文学，但在现代化的道路

上，它们在传承与保护方面遭遇着诸多挑战。近些年，

中国的政府及社会组织高度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护

工作。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建立了国

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继承机制。为了进一步鼓

励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每年都会组织“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从而在政府、学术界和社群等各方形成了积

极的保护气氛。

仫佬族这一富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少数族群，其文

化传统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

置。扎染的技艺利用天然的染色剂，并通过绑扎和折叠

等手法创造出独特的图形，从而充分展现了仫佬族的智

慧和创造力。如果将仫佬族的扎染文化整合进幼儿园的

教学课程中，它不仅有助于继续传递传统的文化，还可

以刺激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增强他们的实际操作和创新

能力，并使他们更加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

一、仫佬族扎染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幼儿园教育

的价值

第一，有利于文化传承与认同。将仫佬族的扎染

传统融入到幼儿园教育中，将极为有助于促进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继续传播。儿童在幼儿园时期是对认知和价值

观形成极为关键的阶段，孩子们可以通过接触扎染这

种古老的工艺来从小体验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特殊吸引

力。扎染艺术不仅可以拓宽幼儿对文化的认知，还能够

增进他们对于仫佬族文化的深厚归属感和自我尊重，助

力他们在丰富的文化背景中寻找文化基础和身份的认同

感。此种早期教育的文化熏陶对于培育新一代的对传统

文化的尊崇和珍视至关重要，这有助于孩子们未来更深

入地肩负起继承和发扬国家文化的重任。

第二，有利于提升动手实践与创造力。扎染作为

一个手工技术，注重结合手艺和创意。通过参与扎染活

动，幼儿有机会深入体验从构思图案、挑选合适色彩、

将织物绑定到最终染制完成的整个活动。这样的实际操

作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手巧操作以及观察技巧，也能

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想象能力。在他们的学习和尝试

中，孩子们可能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而这些建议和问

题需要他们通过深入的思考和实践来应对。通过此类的

实践经验，他们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独立性和处理难题

的能力，还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和成就感受。

第三，有利于培养审美能力与艺术素养。仫佬族

的扎染艺术因其与众不同的图形构思与丰富多彩的色调

组合，展现了其非凡的美学魅力。孩子们可以通过进行

扎染的活动，接触各种不同的图形与色调，从而学习到

如何进行颜色的组合和图案的创意设计。这场艺术的熏

陶不仅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审美鉴赏力，还可以进一步增

强他们的艺术修养。在各种活动中，老师有机会引导孩

子们仔细观察和模拟仫佬族的传统扎染艺术，进一步指

导他们进行个人创作。此种教育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孩子

们深刻理解创作艺术的根本，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艺术感

知技巧和表达能力。而且，扎染艺术中包含的自然成分

及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也可以唤起孩子们对自然与生活的

深厚情感，从而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总体修养。

二、魅力扎染主题活动教学设计

（一）主题构想

“魅力扎染”主题活动旨在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教学活动，让幼儿在学习和实践中充分享受和体验仫

佬族传统扎染文化的魅力。扎染作为中国重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还能

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通过这项主题活

动，幼儿将有机会了解扎染的历史、工具和工艺，亲身

实践扎染技艺，从而提升他们的手工操作能力、创造力

和审美能力。活动贯穿四周，每周设有不同的教学活动、

区域活动、户外游戏、生活渗透和家园互动，帮助孩子

们系统深入地了解扎染文化，同时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

感和社会责任感。

这一系列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幼儿的学习内容，还

可以增强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能力，为未来学习

和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家园互动部分，活动还可

以促进家长对孩子教育的参与，形成家园共育的良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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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让孩子们在家庭与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充分感受和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设计活动内容

1. 第一周：认识布料与初体验扎染

在第一周关于“了解布料并初步感受扎染”的活

动里，我们计划引导孩子们深入到布质的领域。教学活

动从孩子们常接触的各类布开始，涵盖了如“我家的布”

和“与众不同的布”等主题课程，旨在帮助孩子们深入

了解日常生活中不同布料的应用和它们的独特性质。在

结合“布艺拼贴画作”和“色彩变化的布料”这两门教

学课中，孩子们会亲自创作多种布艺制品，并通过一系

列实验来深入了解染色技术的基础概念。在“各种布料”

主题的课堂讨论环节中，儿童们将会有机会交流并学习

更多有关布料使用的专业知识。在区域的行动中，我们

将构建多个专门的功能区域。在阅读区里，孩子们通过

听“奶奶的花布头”这个故事，深入了解那些布料后面

隐藏的故事；在益智区域，使用拼接的布料来加强逻辑

思维的锻炼；在建设过程中，采用布料和其他多种材质

来搭建小型帐篷，以激发空间设计的想象力和创意；在

科技区域内，对布料制作过程和材质特征进行深入探究。

这部分户外游戏涵盖了所谓的“沙包游戏”和“揪尾巴”

游戏，目标是帮助学生提高体力和应变速度。

2. 第二周：探索自然与扎染色彩

在“探索自然与扎染色彩”的第二个星期主题活

动中，教学任务将帮助孩子在大自然中探索那些令人赞

叹的扎染素材。学生们通过“叶子探索”这门课，采集

各种叶子，为扎染提供了自然染料；在“多变的颜色”

的课程设置中，研究人员深入探索了各类植物染色材料

颜色的变化趋势和过程；在“秋日拓印”教程中，通过

叶子和染料，展示了创作出独特作品的技巧；通过参与

“大风和落叶”户外冒险，孩子们能够感受秋季的大自

然之变；在“扎染传说”教育课程中，学员们将通过讲

述故事深入探讨扎染的过去和其文化底蕴。在区域性活

动的设定中，阅读区内特设了“我们的花草朋友”版块，

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有机会阅读并了解各种草本植物的

特性；美工区正在进行“方巾变变变变”的活动，孩子

们有权为自己的扎染方巾进行设计和装饰；在益智区域

里，我们学习了“对称图形”并采用扎染的方式来掌握

如何制作这种对称图案；在构建区域，模拟了“小猫经

营店”的环境，玩起了扎染艺术品的交易游戏；科学区

域内正在进行一场名为“染料大变身”的研究，以深入

探讨各种天然染料在生产和颜色调整方面的特性。户外

游戏项目，例如“晴天娃娃”和“布袋地雷”，是为了

培养孩子们的手眼协同能力和应急反应。

3. 第三周：扎染工具与创意实践

在“扎染工具与创意实践”的第三周主题活动中，

目的是为了使孩子们对扎染所需使用的各类工具以及其

各种操作方式有更深入的认识。在名为“扎染工具大探

秘”的课程里，学生们将对多种扎染工具有详细的了解；

在“布里生花”课程中，学员将学习如何利用扎染手段

在布料上设计出花朵图案；孩子们通过参与“织布”的

教学，能够直接体验和学习手工编织的基本方法；课程

“纸里生花”则探索了将纸用于扎染创意，以研究材料

的丰富性；在“阿利的红斗篷”这一故事分享环节里，

读者们会深入阅读并热议与纺织业有关的儿童文学作

品。关于地区活动，计划涵盖以下内容：阅读名为“棉

花的故事”的书籍，深入了解棉花生长及其纺织的各种

过程；我们在科学分区采用专门的纸张来进行色泽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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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区域并创建简易的织造工具模型；美工区负责创作

并展示了一系列美观的扎染艺术作品；在益智区，制作

布制娃娃可以有效提高手工技艺以及创意思维。户外活

动如“大浪与小浪”和“袋鼠舞”，有助于增强孩子们

身体的配合和反应技巧。

4. 第四周：创意设计与作品展示

在第四周的“创意设计与作品展览”活动中，旨

在鼓励孩子们将他们掌握的扎染技巧应用到创意创意设

计中，并为他们展示自己的艺术创意。在“精美图案”

的课程里，孩子们学习各种不同的扎染图案创意，并亲

自动手去实践它们；在“生活中的扎染”这一教育课程

中，参与者深入探讨了扎染技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

以及其在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意义；“溜溜布游戏”的目

标是通过游戏方式来培养孩子们之间的团体合作精神；

在“我是小小设计师”的课程设计中，孩子们有机会构

思并创造他们的扎染作品；最终，在“布艺作品展览”

中，孩子们将互相分享并交换他们的刺绣艺术创作。在

区域性活动中，儿童们会在各种不同的区域进行创意的

实践：例如，在益智区域，采用“结一结”教学中的扎

染技术来实施绑定技术；在美工区的“我的蓝印花布”

项目里，他们深入了解了传统蓝印花布的制作技术；在

阅读区，“阿利的红斗篷”可以帮助增强对扎染文化的

相关背景了解；在美学工区，“扎染手帕”反映了孩子

们的创新思维和手艺技巧；“扎染坊”在建构区被允许

模仿扎染工坊并进行相关实验操作。户外活动如“时尚

走秀”与“小老鼠做窝”，不只是提高了孩子的信赖度，

也有助于锻造他们的身体平衡和协同工作能力。在日常

生活中的渗透环节中，孩子们将深入观察和讨论生活中

各式各样的美丽纹样，并且他们会通过手工技艺将废旧

物品转变为艺术品。

（三）活动效果

经过四周举办的“魅力扎染”活动，幼儿们开始

初步认识到仫佬族传统扎染的文化，进而加强了自己对

此文化的归属感和对中华文化的尊崇。孩子们透过研究

扎染的历史和传说来理解文化的深远意义，进而培养自

己作为民族的骄傲感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通过扎

染实践活动，人们能够锻炼他们的手工和创造潜能。通

过捆绑、染上和设计图案，不仅提高了他们的协同能力、

想象力，以及解题技巧，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和自主性。

这次活动不仅成功提高了孩子们的审美鉴赏能力和艺术

修养，他们还学会了色彩的组合和图形设计，进而加强

了他们的艺术欣赏技能，让他们更深入地体验艺术的乐

趣与美，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艺术的浓厚兴趣。通过参

与艺术作品展览，孩子们不仅获得了知识和经验，还能

够增进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力。活动里的多元文化教育环

节不仅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和接纳多样的文化背景，也

培养了他们一种开放思维，同时还加强了社会责任感，

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本土的传统文化。

三、仫佬族扎染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融入幼儿园

教育的建议

（一）课程内容设置

要真正使仫佬族的扎染文化融入到幼儿园的教学

中，首先需要合理配置教学内容。学校提供专门针对扎

染文化的课程设置，内容包括扎染的历史背景、制作流

程、所需工具和素材等，并采用了图片、视频、故事等

丰富的教学方式，将抽象的文化内容生动呈现，使孩子

们在一个愉快的学习环境中深入理解和接受。除此之外，

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来探究染料的化学基本原理是可行

的。在艺术方面，教师可以亲自动手创建扎染作品；而

在社会课上，可以深入了解扎染在仫佬族文化背景下所

占据的位置和作用，从而促进多学科学科的紧密结合，

从而提升课程的趣味和教学成效。

（二）动手实践活动

将实地的实施和实践变成将扎染文化深入到幼儿

园教学中的关键环节。有可能创建特定规模的“扎染工

作坊”来为扎染工作配备所必要的工具和材料，并邀请

专业的扎染艺术家或教师进行详细的指导和解释。通过

孩子们亲自进行捆绑、染红、清洗以及晾干等一系列过

程，他们能够深入了解扎染的整个流程，并提高操作技

能与创意思维。我们还应该策划并组织扎染的作品展现

和评价，希望激发孩子们的创新精神和大胆的尝试精神。

（三）家园互动与社区支持

扎染文化的传播不只是幼儿园教育的支持，家庭

和社区的持续援助也至关重要。通过举办家庭和学校的

交互性活动，我们能提高家长对于扎染文化的了解和重

视程度。周期性地组织家长会议、开放性节日以及与父

亲的互动活动，同时邀请家长和孩子一同参与染色工艺，

以强化与子女之间的互动性。通过发布宣传册、组织研

讨会以及开展展览活动，我们旨在让家长们深刻理解仫

佬族扎染文化的深远意义。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比如

联系当地的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邀请知名的专家来

进行讲座或是举办扎染文化展览，这样孩子和家长就能

有更多的机会亲身体验这种特殊的传统手艺。此外，有

可能安排幼儿园的师生们参观扎染工坊，通过实地学习

和互动交流，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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