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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域文化是指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特征,至今仍具有传承作用的文化传统。它是特定地区的生态、民风、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

它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随着幼儿园课程开发的全面普及,各幼儿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园课程开发。然而,在课程内容开

发上,却忽视了地域文化,未能挖掘地域文化中的课程资源,开展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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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域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意义 

1.1地域文化影响着幼儿个性的形成 

幼儿赖以生存的文化世界影响并决定着其发展方向。地域文化渗透着

当地独有的生活方式,对幼儿知识的获取、性格的形成、情感的陶冶等产

生着潜在和不可忽视的影响。幼儿处于身心发展初期,地域文化对幼儿发

展具有一定的暗示性和导向性。因此,幼儿园教育中若能科学融入地域文

化,将发挥其对幼儿能力、情感等方面的正面导向功能。 

1.2地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课程资源 

研究显示,地域文化不仅是课程产生与发展的源泉之一,也影响并决

定着课程的价值。课程教学总是发生于一定地方、社区或校区环境,这些

环境业已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俗风尚、流传故事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

经验或本土知识,可以作为教学内容重组的资源。我国各地人文风俗和地

理环境的差异,造就了风格各异的地域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提高幼儿的

文化自觉已成为幼儿园课程改革领域的核心话题之一。国家关于幼儿教育

的相关文件也倡导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 地域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的有效途径 

2.1提升幼儿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和文化素养 

在提高幼儿教师的园本课程开发能力方面：第一,可面向幼儿教师举

办相关的观摩活动及研讨、专题讲座等,帮助幼儿教师熟悉园本课程开发

的相关理论知识。第二,可以通过开展“名园影子教师”活动、在职短期

培训、参与课题研究等途径,增强幼儿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在提升幼儿

教师文化素养方面：第一,丰富幼儿教师关于地域文化的相关知识,鼓励教

师阅读相关书籍、查阅网络资源、到当地博物馆、文化局、艺术团体等机

构收集资料等。第二,幼儿园可以实施“传帮带”的学习机制,鼓励新教师

与熟手教师进行交流学习,共同建构园本课程中的地域文化资源库。第三,

深入地域文化传承较好的乡镇、老街釆风,通过与当地民间艺人交流、学

习,及时整理相关的信息。第四,邀请对地域文化有一定研究的专家或家长

到幼儿园举行专题讲座,提高幼儿教师对地方文化的理性认识。 

2.2将地域文化教育内容与幼儿园课程整合 

2.2.1将地域文化与幼儿园主题活动整合 

主题活动是在一段时间内,教师与幼儿围绕具有内在脉络或价值关联

的中心内容(主题)来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一种主要实

施方式,以主题的方式开展活动,便于幼儿将相关知识联系起来,形成系统

的知识体系。地域文化内容广泛,但也可分门别类,如,方言、特产、建筑、

风景、饮食等,将这些内容以主题的方式实施,便于幼儿开始全面接触了解

本地的传统文化。 

2.2.2将地域文化与领域教学活动整合 

分领域开展教学活动也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便于幼儿

深入细致的了解该领域的内容。地域文化内容广泛,又分门别类,表现形式

多样,有唱的形式、也有画、跳等多种形式,这些内容和形式与幼儿园的语

言、社会、健康、艺术、科学五大领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充

分挖掘地域文化中适宜的内容,将其整合到幼儿园的五大领域中,使幼儿

在五大领域的学习过程中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 

2.2.3将地域文化与区域活动相整合 

区域活动即区角活动,是幼儿园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幼儿园区角活

动的最大特点,即自由性、自主性。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水

平,选择适合的区角进行活动。可见区角活动容易照顾到幼儿的个体差异,

利于幼儿创造性的发挥,将地域文化整合到区角活动中,既可以弥补集体

教学活动时间、空间上的不足,也能很好地发挥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

创造性。 

2.2.4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渗透地域文化精髓 

充分利用幼儿园的室内外环境,走廊的布置,墙面的布置,区角的布置,

都可以体现地域文化的内容。乡土环境的创设,文化氛围的感染,可以让幼

儿在欣赏玩乐中了解本地区的风土人情、特色魅力,在与环境互动中获得

潜移默化的教育,获得主动的学习与发展。 

2.2.5充分利用周边社会资源,实现地域文化的课程化 

丰富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社会生活都是幼儿园宝贵的教育资源,

既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又能使孩子们获得最直接的感性经验。此外,教师

可邀请家长当助教,给幼儿讲解当地的人文景观,示范制作当地风味小吃,

周末带领孩子们走进“新农村”,完成各种参观体验,和孩子一起用乡土材

料制作玩具。家长的参与,让幼儿教育活动“接地气”,让地域文化更加自

然、深入地融入幼儿的生活和教育。 

3 结语 

随着人们对地域文化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入,对地域文化的课程功能的

理解也从单一走向多元。基于地域文化的课程建设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承

文化,而是被视为促进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人的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幼

儿园课程发展过程中立足于地域文化,通过地域文化促进幼儿园课程的建

设不仅贯彻了《纲要》,推动了幼儿园教育改革,而且真正促进了幼儿的发

展和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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