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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与利用研究

赵昌皪

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幼儿园　山东　青岛　266001

摘　要 ：随着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日益重视，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在幼儿教育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本研究

旨在探讨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与利用，深入分析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课程目

标的契合性分析、课程内容的构建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实现传统节日元素与幼儿教育的有机融合。同时，本研究将提出一系列

实施利用策略，通过精心策划的节日主题活动、深化家园共育合作以及构建全面评价体系，为幼儿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共

同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为幼儿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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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幼儿班本课程是基于幼儿发展特点，结合教育目标和内容，以班级为单位设计的具有班级特色的课程。在基于传

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与利用研究中，这种课程特别强调了利用中国传统节日的丰富文化资源，如

故事、习俗、艺术表现等，作为教育内容的重要来源。通过融入传统节日元素，幼儿班本课程旨在激发幼儿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培养其文化传承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同时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这种课程模式注重个性

化教育，关注每个幼儿的成长需求和发展潜力。

一、传统节日文化在幼儿教育中的价值

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蕴含着

丰富的历史、道德和审美元素，对于培养幼儿的文化认

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在幼儿教育中引入传

统节日文化，能够让幼儿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激发他们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传统节日文化具有强烈的生活性和实践性，与幼

儿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通过参与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

幼儿能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学会感恩、尊重长

辈、团结友爱等传统美德。这些美德的培养对于幼儿的

成长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传统节日文化还能够促进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和

创造力的发展。在庆祝传统节日的过程中，幼儿需要与

同伴、家长和老师进行互动和合作，这有助于培养他们

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同时，通过参与传统

节日的创意活动和手工制作，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

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和锻炼。

二、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

（一）传统节日文化资源与课程目标的契合性分

析

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首

要的是深入分析传统节日文化资源与课程目标的契合

性。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不仅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信息，还蕴含着深厚的教育价值。

因此，将传统节日文化资源融入幼儿班本课程，不仅可

以丰富课程内容，还能使课程目标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

在契合性分析中，我们需要关注传统节日文化资

源中的教育元素与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匹配度。例如，

春节的团圆、感恩主题可以培养幼儿的家庭观念和感恩

意识；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包粽子活动可以锻炼幼儿的

身体协调能力和动手能力；中秋节的赏月、团圆主题则

可以加深幼儿对家乡和亲人的情感认同。

（二）课程内容的构建与传统节日元素的融入

在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中，

课程内容的构建是核心环节。为了确保课程内容既具有

教育意义又能吸引幼儿的兴趣，教师需要巧妙地融入传

统节日元素。课程内容应围绕传统节日的起源、习俗、

故事和象征意义展开，以故事讲解、角色扮演、手工制

作等多种形式，让幼儿在亲身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例如，在端午节课程中，可以讲述屈原的故事，教

授包粽子的技巧，并引导幼儿了解龙舟竞渡的文化内涵。

此外，为了增强课程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我们还

应设计一些与传统节日相关的游戏和活动，如猜灯谜、

舞龙舞狮表演等，让幼儿在欢乐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

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课程内容，我们旨在培养幼儿对传

统文化的兴趣，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与传统节日文化的

融合

在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中，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对于实现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的

深度融合至关重要。为了激发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兴

趣，我们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灵活的教学手段，

使幼儿在愉悦的学习环境中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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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们可以利用情境教学法，创设与传统节日文化相

关的场景，让幼儿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氛围。例

如，在中秋节课程中，我们可以布置一个月亮和星星的

装饰，让幼儿在模拟的夜空下赏月、听故事，感受中秋

团圆的氛围。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加深幼儿对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记忆，还能够提高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游戏化教学法，将传统节日文

化元素融入游戏中，使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和成长。比如，

在端午节课程中，我们可以设计“赛龙舟”的游戏，让

幼儿模拟龙舟竞渡的情景，通过团队协作和竞技比拼，

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同时，我们还可以利

用手工制作、绘画等艺术活动，让幼儿亲手制作与传统

节日相关的手工艺品，如粽子、灯笼等，以此培养他们

的动手能力和审美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如多媒体、互联网等，为幼儿提供更加丰富、

生动的学习体验。通过播放传统节日文化相关的动画、

视频等，让幼儿在视听盛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激

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鉴于此，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是实现传统节日

文化与幼儿教育融合的关键，教师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教学方法和手段，使幼儿在愉悦的学习环境中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和综合能力。

三、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的实

施利用策略

（一）精心策划节日主题活动，营造沉浸式学习

体验

沉浸式学习体验强调将学习者置于一个与实际情

境高度相似的环境中，使其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进

而获得深刻的学习体验。在幼儿班本课程中，我们可以

通过节日主题活动来实现这一理念。

在中秋节主题活动中，我们可以将整个班级转化

为一个充满神秘和浪漫色彩的“月宫”。首先，教室的

布置至关重要。使用蓝色的气球和彩带模拟夜空，将一

盏特别大的纸灯笼悬挂在教室中央，象征明亮的圆月。

四周的墙壁上可以贴上嫦娥、玉兔和桂花的图片，让孩

子们仿佛置身于月宫之中。

接下来，老师可以穿上古代服饰，以嫦娥或后羿

的角色出现，向孩子们讲述中秋节的起源和嫦娥奔月的

故事。通过生动的语言和表情，以及配合一些道具，如

玉兔玩偶、桂花树模型等，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这

个传统节日的文化背景。

在故事讲述完毕后，还可以组织猜灯谜游戏。老

师可以准备一些与中秋节相关的灯谜，如“中秋佳节结

良缘（打一城市名）”、“中秋夜乌云盖月（打一成语）”等，

让孩子们分组进行竞猜。通过这个游戏，孩子们可以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和了解中秋节的习俗和文化。

最后，在活动的尾声阶段，可以播放一些与中秋

节相关的音乐或诗歌朗诵，让孩子们在优美的音乐声中

感受中秋节的氛围和美好。这样的活动不仅可以增强孩

子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兴趣和认同，还可以锻炼他们的

动手能力、合作精神和创新思维。

（二）深化家园共育合作，共筑传统文化传承桥

梁

深化家园共育合作是共筑文化传承桥梁的关键环

节。这一策略旨在通过家庭和幼儿园的紧密合作，共同

推动幼儿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与体验。以春分为例，

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个节气，表示昼夜平分，是

春季的中分点。在春分节气的教育中，我们可以邀请家

长共同参与，共同打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学习环境。

幼儿园可以组织以春分为主题的亲子活动，如“春

分踏青”或“春分种植”。在活动中，家长和孩子们可

以一同前往户外，感受春天的气息，观察春天的变化。

在踏青过程中，家长可以向孩子们讲述春分的意义和习

俗，如放风筝、吃春菜等。在种植活动中，家长和孩子

们可以一同种下春天的种子，共同期待生命的成长。此

外，幼儿园还可以邀请家长参与春分节气的手工制作活

动。例如，制作春分节气的主题手抄报或手工剪纸，让

孩子们在家长的指导下，通过动手实践的方式，深入了

解春分节气的文化内涵和习俗。

通过深化家园共育合作，家长和幼儿园可以共同

促进幼儿对二十四节气文化的认识和体验，让幼儿在快

乐的活动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培养他们的文化自

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三）构建全面评价体系，及时反馈优化课程质

量

在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中，

构建全面评价体系是确保课程质量持续提升的关键。这

一体系应包括对幼儿学习成果的评估、对教学方法的反

思以及对课程内容的优化。通过定期收集幼儿在学习过

程中的表现、作品和反馈，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幼儿对传

统节日文化的掌握情况，从而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同

时，教师之间的互评和专家指导也是提升课程质量的重

要途径。通过构建全面评价体系，我们能够及时反馈并

优化课程质量，确保幼儿班本课程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

时，也满足幼儿全面发展的需求。

（四）加强教师培训，提升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素

养

加强教师培训，提升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素养对于

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的实施利用至关

重要。教师作为幼儿教育的主导者，其对传统节日文化

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影响课程的质量和效果。因此，

系统而深入的培训必不可少。

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与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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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培训应涵盖丰富的理论知识。教师需要

深入了解传统节日的起源、发展、内涵以及其在社会文

化中的地位和价值。例如，通过学习春节的由来、习俗

以及其所蕴含的团圆、迎新等文化意义，教师能够在教

学中向幼儿传递更为准确和深刻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

培训要注重实践技能的培养。教师应学会运用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将传统节日文化生动有趣地呈现给幼

儿。比如，在讲解端午节时，教师可以组织幼儿一起包

粽子，通过亲身体验让幼儿感受节日的氛围和文化内涵。

同时，培训还应强调培养教师的创新能力。鼓励

教师结合现代教育技术和幼儿的特点，创造新颖的教学

活动。例如，利用多媒体资源展示传统节日的动画视频，

或者设计与传统节日相关的游戏软件，以增强幼儿的学

习兴趣。此外，为了让教师更好地掌握传统节日文化教

育，还可以组织教师之间的交流分享活动。让经验丰富

的教师分享成功案例和教学心得，促进共同成长。

只有通过全面、系统且具有针对性的培训，不断

提升教师的传统节日文化教育素养，才能确保幼儿班本

课程的有效实施和利用，让幼儿在充满趣味和文化底蕴

的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

（五）拓展社会资源，丰富课程实践渠道

在幼儿教育中，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利用与课程

开发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实践。通过拓展社会资源，可以

为幼儿提供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学习体验。

社区资源是幼儿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与

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利用社区中的节日庆典活动作为教

学资源。例如，在端午节，幼儿园可以组织幼儿参与社

区的龙舟比赛，让幼儿在观看比赛的同时，了解端午节

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观

察龙舟的特点，讨论端午节的习俗，以及龙舟比赛背后

的文化寓意。

传统节日相关的教学活动还可以与博物馆、文化

馆等机构合作，开展节日主题的参观学习活动。在春节

前夕，组织幼儿参观有关春节习俗的展览，让幼儿通过

观察、提问和互动，了解春节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背景。

在教学设计中，可以设置问题引导幼儿思考，如“春节

为什么要贴春联？”“春联上的字有什么含义？”等。

此外，还可以鼓励家长参与课程开发，分享他们

的节日故事和习俗。例如，在中秋节，邀请家长来园讲

述他们家乡的中秋习俗，或者带来自制的月饼与幼儿分

享。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讨论不同地区的中秋习

俗差异，以及月饼在中秋节中的象征意义。在这些活动

中，教师可以设计互动游戏和手工制作环节，让幼儿在

参与中学习节日文化。例如，在元宵节，教师可以组织

幼儿制作灯笼，同时讲解灯笼的历史和象征意义。

教师也可以在活动中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

现实 (VR)、增强现实 (AR) 等，为幼儿提供沉浸式的节

日文化体验。例如，在清明节，通过VR技术让幼儿“走

进”古代的清明时节，体验扫墓、踏青等传统活动。教

学设计中，可以结合科技体验和传统教育，让幼儿在新

奇的体验中学习传统文化。

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幼儿班本课程能够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为幼儿提供一个全面、立体的节日文化学

习环境。这种教育方式不仅能够加深幼儿对传统节日文

化的理解，还能够培养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文化认同

感。同时，这也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方法，

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基于传统节日文化资源的

幼儿班本课程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展现了传统节日文化

在幼儿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在课程开发中，我们深入分

析了传统节日文化资源与课程目标的契合性，构建了融

入传统节日元素的课程内容，并创新了教学方法与手段，

使传统文化与幼儿教育得以有效融合。在实施利用策略

上，精心策划了节日主题活动，营造了沉浸式学习体验，

深化了家园共育合作，构建了全面评价体系。这一系列

举措不仅提升了幼儿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兴趣，也加强

了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

展，共同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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