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科

技高速发展，在经济健康繁荣发展的

同时，我国文化领域的发展较为滞后。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全球一体

化的加速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日本卡

通、美国电影、韩国电视剧等外国文

化产品被大量引进，使我国青少年在

了解外国生活状态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受到了他国行为价值观的影响。这

种隐蔽的嵌入式观念输出对国人有更

为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没有自主选

择能力的幼儿，这种影响的巨大负面

效果是难以估量的。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2017 年 1 月 25 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

学规律，遵循一体化、分学段、有序

推进的原则，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

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

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

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

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

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

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

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

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使其与时

代相适应，从学前教育开始，把中国

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传承给祖国的花

朵，只有这样，祖国的繁荣昌盛才能

经久不衰。因此，分析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推进现状与实施

途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 J市幼儿园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现状

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等方法，

随机抽取五区六县共 23 所不同性质、

不同等级的幼儿园，结合半结构化教

师访谈，收集幼儿园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传承发展工程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重点分析中华优秀传统传承发展工程

的实施现状，了解一线教师对此工程

的看法和意见。J 市幼儿园实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现状如下。

( 一 ) 跟风授课，缺乏理性思考

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 23 所

幼儿园中，87% 的园长比较了解或听

说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只有 21.7% 的一线教师了解或听说过，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对全面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

了方向。但当前学前教

育阶段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存在一些消极

因素。文章釆用文献法、

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

法等对 J 市幼儿园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现状进行调

查与分析，结合国内外

文化传承的先进理论，

探究 J 市幼儿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实施策略，为幼儿

园和幼儿教师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

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学前教育；幼

儿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

学前教育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
—以 J 市幼儿园为例
陈梦瑶

26

本期特别关注 2022 年 8 月上刊



且主要集中在公立幼儿园；所调查的幼儿园中都或多

或少进行了传统文化的相关教育。访谈结果显示，大

部分教师认为“学习国学是一种风气，大家都在上这

些课，所以我们也要上”。课程设置存在跟风问题，县

城、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 二 ) 素养有限，缺乏文化自信

调查问卷数据结合访谈结果显示，公办幼儿园、

省级示范幼儿园、市级示范幼儿园的教师普遍认为学

习以《三字经》《弟子规》及古诗为代表的国学对幼儿

发展有益处，但不能明确说出好在哪里。部分农村、

县城教师则认为，学习《三字经》《弟子规》等，儿童

会背诵后将有益于小学课堂的学习。这种想法具有明

显的小学化倾向，没有遵循“零起点”的正确号召。

还有部分教师明确表示学习这些东西没有意义，孩子

学了也不懂什么意思。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直是我国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深

化，受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我国传

统文化教育遭到了很大的冲击，导致许多幼儿教师对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成全面深入的认识，不少教师分

不清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有些教师认为传统文化

晦涩难懂，幼儿年龄太小，认知能力不足，很难理解

传统文化；有些教师认为传统文化稍显过时，现代化

的内容才是幼儿教学的重点；还有不少教师认为传统

文化教育就是背一背《三字经》《弟子规》。总的来说，

这些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许多幼儿教师对传统文化

没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多停留在浅层的认识层面。

在这种思想认识下，很难挖掘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容，

更不要说与幼儿教学相融合。因此，提高幼儿教师的

文化素养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层认识是当前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 三 ) 教育内涵缺失，过分迎合家长喜好

近年来，在国家学前教育普及率的高要求下，出

现了大批新建幼儿园，随之而来的是幼儿园的生源问

题。尤其是部分私立幼儿园，投资大、招生少，为了

抢生源、留生源，许多幼儿园开始打起“国学”牌和“礼

仪”牌。有些幼儿园的传统文化教育偏离了教育的本

质，更注重形式上的包装，忽略了对内容的传承。例

如，有些幼儿园给幼儿穿汉服，却没有给幼儿讲解汉

文化；有些幼儿园开展的国学教育中让幼儿行孔孟之

礼，却未让幼儿真正了解孔孟之道。这种只追求形式

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幼儿的认知特点不符，只是单纯

地迎合家长的喜好，无法让幼儿从中感受到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精神与能量，难以发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作用。

( 四 ) 教育形式单一，缺乏趣味性、渗透性和

延续性

当前，我国教育部已明令禁止幼儿园教育小学化，

但从实际情况看，尤其是一些私立幼儿园，在功利化

思想的引导下，还是倾向于向幼儿进行单纯的知识灌

输与教授，这也表现在幼儿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尤其是近年来兴

起的“国学”教学中，大多数教师只是简单地给幼儿

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教师念一句，幼

儿念一句。这种灌输式的教育简单粗浅，未能深入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深厚底蕴与优秀品质，很

难让幼儿对传统文化提起兴趣。

( 五 ) 实施过程混乱，缺乏统一标准

一线教师普遍认为，寻找适合幼儿园的教育内容

相对容易，但如何组织成适合幼儿的教育活动比较困

难。以礼仪教育为例，每天一件小事，坚持做能成习惯，

但问题是，规矩定好了，对幼儿和教师来说都不好坚持，

幼儿毅力不足，教师忙起来往往难以监督，已学过的

礼仪内容容易被其他事打乱，最后能坚持下来的很少。

追其根源，教育的内容是零散分布的，不同的教学内

容需要教师分散精力去专门实施，导致教育内容不成

系统性，难以全面持久地实行。大部分幼儿园对传统

文化的理解单一片面，认为学会古诗词就可以了，或

是单一地认为对孩子进行品格、礼仪教育就是优秀文

化传承，殊不知这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

要想真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幼儿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那么所有的教学活动就不应该是一个点，

而是涵盖成面，在精心选择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将教

学内容相互串联，贯穿一日活动始终，贯穿主题课程

中，甚至贯穿幼儿园学习全课程中，形成真正的系统

化教学。

三、 学前教育阶段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路径

深入分析 J 市幼儿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存

在的问题，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出系统的政策建议，

以期促进学前教育阶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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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加大宣传力度，培养政策导向意识

在访谈过程中，一些一线教师根本没有听说过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这意味着教师是在盲

目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

展的突出优势。近年来“国学热”浪潮兴起，人们越

来越愿意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在如何看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如何阐释其核心内容

和如何传承弘扬等问题上思想认识不统一，优秀传统

文化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仍较为薄弱，其在生产生活中

的转化运用仍存在不足，有的还存在重形式轻内容、

简单复古的现象。在该情况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应运而生。从政府层面来说，应加大文件

推广力度，不光在管理层，更应该在一线教师中普及。

( 二 ) 以主题课程为支架，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内涵

主题课程具有内容日常化、形式多样化、选材系

统化的特点，以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为主题，研发园本

课程，创设系统课程内容，能确保教育活动的系统性，

同时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例如，以传统节

日为主题，在设计时可以先确定节日的核心意蕴，之

后结合幼儿的特点选择教育内容。活动的设计遵循多

样性原则，把感性形式与具体内容相结合。例如，端

午节在小班开展“好吃的粽子”的活动，让幼儿参观

大班亲子活动—包粽子的现场，知道粽子是怎样做

出来的。午点时品尝粽子，闻闻粽子的味道，说说粽

子的形状、大小，看看里面是什么馅儿，尝尝是什么

味道，等等。

( 三 ) 建立幼儿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架构，
实施精细化有效教学

个别一线幼儿教师认为对幼儿进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没有意义，因为幼儿都不懂。这种思想源于

部分幼儿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的片面性，认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读读《三字经》，背背或

者唱唱古诗词就够了。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

以通过讲传统故事、诵古文经典、习礼仪、塑品格、

庆节日、品民艺、传文化、兴游戏等活动促进幼儿身

心的健康发展。

( 四 ) 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联动

在教学中，教师要与家长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将家长与学校教师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共同促进幼

儿成长。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社会力量不可忽视，

可将整个教学放在社会中进行，提升实践的意义。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家长与社会紧密配合，才能

切实推进教学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可以加强家长

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各项主题活动中重视家园合作，

促进活动有效开展。社区资源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

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提出：“大自然、大社

会是活教材。”要想让教育“活”起来，就不能故步

自封、闭门造车，应主动走进社区，可以在小区附近

开展汇报演出、参观有关优秀传统文化的展演等。教

师、家长和社会都是幼儿成长的引导者、发展的领路

人，只有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为孩子的健

康发展撑起一片教育的蓝天。（作者单位系焦作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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