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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是诞生于某一地域内人们在长久以来的生产

生活、社会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包括自然地理风貌与资

源、传统建筑、传统美食、风景名胜、民间文学、民间艺

术、民间游戏等文明表现[1]。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及文化产

业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在建设文化产

业的过程中，幼儿教育是最为基础的环节，也是社会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2001年9月，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城乡各类幼儿园应该充分利

用地域各种资源，构建适合地域幼儿发展的课程”[2]《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提到：幼儿应当对家乡的节

日、风俗习惯等有较为详细地了解，从而使幼儿更加真切

地感受到不同地区所具备的文化魅力与文化底蕴，让幼儿

从小在这些浓郁的文化气氛中得到更加积极地成长。因

此，把地域文化作为幼儿园课程资源融入幼儿教育中，不

仅是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也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需要。

一、幼儿园地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

调查者选取A市8所幼儿园，对其主班71名教师进行调

查，了解幼儿园教师对地域文化的认知、开展以及利用三

个方面的现状，对数据结果通过Excel进行统计，分析发现

以下问题。

（一）教师对地域文化的认知水平不高

在调查幼儿园教师对“地域文化课程资源了解”现状

时， 自 认 为“很 了 解” 只 有1人， 仅 占1.41%；“了 解” 的

有16人，22.54%；“一 般 了 解” 的 有26人， 占36.62%；“不

了 解” 的 有13人， 占18.31%；“完 全 不 了 解” 有15人， 占

21.13%，具体结果见“表1幼儿园教师对A市地域文化课程

资源了解情况”。从中可见，71名教师中对地域文化了解情

况不高的有28人

表1　幼儿园教师对A市地域文化课程资源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 很了解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人数 1 16 26 13 15
百分比 1.41% 22.54% 36.62% 18.31% 21.13%

在对T幼儿园主班教师访谈“您能说出多少个A市地域

文化资源？”的问题时，教师认知了解比较靠前的五名分别

为A市风景区、地域特产、玉石、皮影戏、剪纸。其中认知

程度比较低的教龄为1-5年的教师，在访谈中提到“现在的

幼儿园教育理论体系更加偏向西方化的教育体系，地域文

化的融入比较少”，把国学课程等同于地域文化课程，幼儿

教师对于A市地域文化的认知水平还有待提高。

（二）幼儿园地域文化资源课程开展频率较低

对T幼儿园一周的活动进行观察，共观察活动20次，T

幼儿园地域文化资源融合的园本活动仅3次，仅占15%，如

表2所示。

表2　幼儿园地域文化资源课程开展情况

观察活动频次
融合地域资源

活动频次

地域文化资源

课程百分比
T幼儿园 20 3 15%

在融合活动中，T幼儿园2次将地域特色的单鼓作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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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课间活动项目，1次将皮影戏作为亲子活动内容。总体

来讲，幼儿园中虽然有融合本土文化资源作为园本活动内

容，但整体的应用频率比较低，融入教学内容不深。

（三）教育活动中的地域文化利用效果弱

通过对“您是否会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开展活动”进行调

查，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地域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

利用程度 非常充分 比较充分 一般
基本不

利用

完全不

利用
人数 0 3 35 27 6

百分比 0% 4.2% 49.3% 38% 8.5%
从表中调查结果可看出，只有4.2%的教师利用程度比

较充分，49.3%的教师能够会考虑把地域文化融入教育活

动，38%的教师基本不利用，8.5%的教师并没有在教育活动

中体现地域文化。在对教师访谈“如何利用地域文化资源”

时，S教师表示：“我们在教育活动的建设上大致分为区域

活动和一日生活中，对于地域文化资源的使用常常表现在

幼儿园的环境建设上，将地域文化在专门的教学活动开发

利用比较少”。在对T幼儿园的观察中发现剪纸活动是每个

班级的常见美工活动之一，教师通常都会让幼儿剪一些动

物、花朵，很少将地域特色剪纸民俗文化与课程融合，未

将地域剪纸艺术文化内涵加以深化，地域文化利用效果比

较弱。

二、幼儿园地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原因 

分析

（一）教师缺乏主动利用地域文化的意识

对71位幼儿园教师“开发利用A地域文化课程资源必要

性”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很有必要”的只有5位教师，

“有必要”的有25人，“一般”的有14人，“没必要”的有13

人，“完全没有必要”的有14人。可见，71人中超过一半的

教师缺乏主动利用地域文化的意识。

表4　幼儿园教师认为开发利用

地域文化课程资源的必要性情况

必要性
很有

必要
有必要 一般 没必要

完全没

有必要
人数 5 25 14 13 14

百分比 7.04% 35.21% 19.72% 18.31% 19.72%
（二）幼儿园忽视地域文化课程建设

当前A市很多幼儿园着手打造园内的特色课程，但是幼

儿园主要是从艺术类、英语类方面进行园本课程建设，调

查中3所私立幼儿园每天都会有一堂双语基础教学的课程，

并且招收幼儿的时候提出园内具有丰富的音乐、舞蹈等艺

术课程，但却很少有幼儿园是以地域资源课程建设作为吸

引幼儿的“招牌”。

此外，在开发地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以及财力等。在对 T 园教师的访谈交流中表示，

幼儿园地域文化课程开展只限制在幼儿园要求时，针对特

定的班级或者年龄的幼儿开展。由此可见，在常规的幼儿

园课程中并未进行相关的投入，教师对地域文化的理解缺

少了解，地域文化课程资源开发通常只停留在表面上。

（三）教师开发与利用资源的专业素养不高

地域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但在幼儿园课程中开发利用

的却寥寥无几。大多数教师虽然知道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

源对幼儿的教育意义，但却没有很好地表现在行动上。

地域文化课程的开发效果在一定程度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

养，一是教师在课程应用中未考虑到幼儿的年龄、能力和

经验等条件，以至于课程流于形式；二是教师在地域文化

课程应用的范围有所局限，仅将地域文化资源着眼于当地

民俗文化，如皮影、剪纸上，仅是利用身边的、方便易取

的资源融入现有的主题课程，出现了内容单一、重复使用

的问题。 

三、地域文化在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对策与 

措施

地域文化与幼儿园课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地

域文化的特质、幼儿园教育目标及幼儿教育对象的特殊

性，使得地域文化能够很好地连接幼儿与幼儿园课程，促

进幼儿发展。

（一）重视地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资源

幼儿的身心发展会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地域中的自

然风光、名胜古迹、风俗习惯、典故传说、舞蹈音乐等成

为幼儿早期的文化启蒙。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教育资

源在幼儿的性格、习惯形成的过程中持续融入内心。幼儿

园应重视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具体可从以下方面挖掘地

域文化资源。

1.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地域文化资源重要方面，地域中的大山大

河蕴藏着独具的特色。幼儿一方面可以亲近自然，感受地

域自然中的特色和美好，感受家乡的自然风光。另一方

面，不少地域中的自然资源流传相关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等，这能进一步激发幼儿地域文化的兴趣，陶冶情操。

2.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包括地域的特产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精神文

化。挖掘地域特产文化，幼儿园教师可从地域中的农产

品、美食、品牌商品等着手，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萌发

幼儿对家乡的归属感。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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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以让幼儿了解欣赏地域中的民俗演艺、民俗物

品，充分感知地域文化的魅力，为传承中华文化做铺垫。

精神文化凝结着本地人民的智慧与品质，不同地域的优秀

代表人物层出不穷，幼儿园教师可结合本地的劳模、英模

的故事，把精神文化传承下去。如在A市的钢铁产业发展

中，呈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劳模，他们代表着一种勤劳坚

韧的精神，教师可以把相关故事融入语言活动，精神文化

得以传递。

（二）把地域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课程

1.融入幼儿园生活活动 

生活活动是指满足幼儿基本生活需要的活动，包括进

餐活动、睡眠活动、盥洗活动、如厕活动和作息时间等[3]。

把地域文化融入幼儿园生活活动中，可以起到“润物细

无声”的隐性教育效果。如在进餐活动中，把本地美食融入

进去，让幼儿在看一看、闻一闻、尝一尝的过程中了解家

乡的美食；在睡前活动时，教师可以讲述地域故事，幼儿

在喜闻乐见的传说与典故中激发对家乡的喜爱；在其他过

渡环节活动中，教师可以把地域中的自然风光及文化古迹

编成朗朗上口的儿歌，加深对地域文化的了解[4]。

2.融入主题活动

根植地域文化背景创设相关的主题活动，要捕捉教育

契机，关注兴趣热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幼儿新经验。如

在大班幼儿间的一次聊天中，小朋友提到父母带他去看本

地的皮影戏，教师就可以抓住幼儿的兴趣点，开展主题活

动《有趣的皮影》，通过语言活动《皮影小人》、美工活动

《制作皮影》、科学活动《影子》、体育活动《踩影子》、区

域活动《皮影小剧场》等系列活动展开，了解地域特色，增

强幼儿对家乡的自豪感，传承地域文化[5]。

3.融入游戏中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寓教于乐可以提高幼儿身

心全面的发展。幼儿园教师可以挖掘地域文化中的游戏元

素，创新形式融入游戏中。如充满地域特色的扭秧歌、踩

高跷、舞狮、舞龙等，师幼合作利用废旧的罐子做成简易

“高跷”、利用纸壳制作狮头、利用编织袋制作龙身等，感

受地域文化习俗中蕴含的智慧与趣味，在游戏中收获快乐。

4.融入幼儿园环境创设中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提出：“环境是重

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促进幼儿

的发展[2]。”把地域文化融入幼儿园环境中，营造出浓郁的

地域文化氛围，让环境发挥出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6]。

把地域文化融入幼儿园有形的环境中，可以从空间布

局、环境设置、活动场地、材料投放等方面进行创设。例

如，在幼儿园的空间布置中融入地域文化中的山水、建筑

等元素，幼儿可以直观感受到地域气息；在走廊、班级等

墙面装饰中可以结合地域文化主题活动中的元素，师幼共

绘共创，通过照片、绘画、手工作品等展示，表达自己对

家乡地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在活动场地设置中，独立创

设地域文化特色区，把特产、风俗物件投放其中，便于幼

儿在区域活动中进行游戏与创作。

（三）提高教师对地域文化课程设计能力

幼儿园课程资源具有关联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教师需

要提高地域文化资源课程设计的能力，把文化资源通过幼

儿园主题课程串联起来形成系统性。

在主题课程设计前期，教师要组成设计小组，进行头

脑风暴，通过走访、查阅资料等形式搜集地域文化资源相

关资料，请教相关专家，理解地域文化内涵，并凝练出适

合幼儿活动的主题；在主题课程设计中，预设课程目标，

绘制主题课程的网络图，梳理主题下的活动名称、涉及的

领域、活动形式，由一个主题内容进行发散到不同领域的

内容；在主题课程执行过程中，发挥地域文化资源和教育

对象的互动作用，以幼儿为本，在关注幼儿兴趣与经验的

基础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最后，要成立较为健全

的外部支持系统，开发家长与社区资源，让地域文化主题

课程来源生活、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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