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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傳統民間文化的價值及傳承



文化傳承從幼兒開始

• 承傳統文化应貫穿國民教育始終。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全方位

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識教育、藝術體育教育、社會實踐

教育各環節，貫穿於啟蒙教育、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

育、繼續教育各領域。以幼兒、小學、中學教材為重點，構建

中華文化課程和教材體系。編寫中華文化幼兒讀物，開展"少年

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系列教育活動，創作系列繪本、童謠、兒歌、

動畫等。豐富拓展校園文化，推進戲曲、書法、高雅藝術、傳

統體育等進校園。



陳鶴琴的活教育目標

• 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做世界人

• 世界的眼光：既然我們要做一個世界人,就必須有世界的眼光,

所謂世界眼光就是對世界的看法,我們要有對世界的正確看法,

必須要瞭解世界的事事物物,大自然是怎樣運動的,大社會是怎

樣發展的,關注多樣化的文化，大自然大社會是與人息息相關的。



幼稚園課程在於完善人生

• 作為文化形式的幼稚園課程，其價值不只在使兒童被塑造，不

只在造就可以傳承人類文化的人，其最核心的價值是發展兒童

健全的精神、人格和體魄，完善下一代的整個人生。可以說，

沒有獲得全面發展的人，就不可能是高素質的文化創造者。



香港的區域傳統文化

• 香港的區域傳統文化包括多種方面，除了香港本身特有的地區

文化傳統，還受到中華傳統文化、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等影响。

• 中華傳統文化：在香港，中國傳統文化得到了廣泛的傳承和發

揚。中國傳統的節日、習俗、藝術等在香港的社區內得以保存，

如中秋節、端午節、書法、粵劇等。

• 嶺南文化：嶺南文化是中國南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

了珠江流域和嶺南地區的文化元素。在香港，嶺南文化也得到

了廣泛的傳承和發揚，如廣府文化、潮汕文化等。



• 廣府文化：廣府文化是嶺南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它以廣州為

中心，包括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文化元素。在香港，廣府文化

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承和發揚，如粵語、廣府菜、廣府傳統手工

藝等。總之，香港的區域傳統文化具有多元性和獨特性，它既

包括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也融入了西方的文化元素，同時也具

有嶺南文化和廣府文化的特色。



幼兒發展特點與文化感知

• 幼兒有效的學習都要符合身心發展規律和學習特點，不能“小

學化”和“成人化”。幼兒的身心發展特點決定了他們感知和

理解文化，主要不是依靠文字閱讀，而是通過操作、嘗試、欣

賞、製作、表演、交往等活動，通過直接經驗來感受和理解。

• 幼兒對傳統文化的學習，不是簡單的欣賞和背誦“四書五經”

和“唐詩宋詞”，而是要從幼兒的身心發展特點出發，從幼兒

的興趣和需要出發，選擇適宜的文化內容，用適宜的方式，讓

幼兒在動用多種感官的過程中，去感受和理解文化，去表達和

創造文化。



適合幼兒的傳統民間文化

• 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在人們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創造和積累起

來的，是跟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為幼兒選擇民間文化內容應

關注以下幾個主要的原則：

• 可理解，能感受

• 可實操，有經驗

• 可把控，正能量

• 有條件，有資源



兒童傳統文化學習的主要特點

• 趣味生動，具體感性；

• 可做可玩，可感可思；

• 策略規則，創新變化；

• 多種感官，充分體驗。



傳統文化教育的主要途徑

• 參與院內外現實生活；

• 開展多樣化的遊戲；

• 專項區域活動；

• 專門環境中的專門活動；

• 融入其他學習活動中。



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和學習方式

类别 内容 方式
民間文學 童謠、寓言、故事等 欣賞、繪畫、講述、表演

民 間 遊 戲
與玩具

運動、智力、角色、規則等遊戲及玩具 觀賞、參與、遊戲、創造

民間工藝 剪紙、印染、雕刻、折紙、編織等 觀賞、使用、學習、創作

民間飲食 各地傳統點心、名食等 觀賞、品嘗、製作

民間戲曲 豫劇、粵劇、粵劇、滬劇、越劇、京劇、

黃梅戲、錫劇等
欣賞、參與制作道具、瞭解劇情、
嘗試表演

名勝名跡 文化景點、文物、歷史故事、重要傳說 考察、體驗、瞭解、繪畫、講述

名人 各地的文化歷史名人事蹟 瞭解、觀賞、閱讀、講述

名作 重要的音樂、美術等文化藝術作品 欣賞、討論、表演、製作

民俗節慶 重要的傳統節日、習俗、慶典等 討論、參與、體驗、扮演



二、民間遊戲中的多維學習



民間遊戲的內涵與特點

• 民間遊戲主要是指在民間長期流傳下來的，具有獨特價值的，

適合幼稚園兒童的遊戲。民間遊戲的種類很多，不同時代、不

同區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遊戲。也有一些民間遊戲是比較普

遍的，各地都存在，在具體的玩法上稍有差異。

• 民間遊戲一般反映人們生活的特點，有兒歌相配，動作和語言

相結合，有規則性、趣味性和挑戰性。



民間遊戲的獨特價值

• 不同的民間遊戲有不同的側重點，關注的身體部位不同，功能

側重也不同。有的關注運動的力量，有的關注協調性，有的關

注靈活性和應變能力，有的側重規則意識、堅持性、耐力等。

• 要充分分析每一種遊戲的基本環節、活動要領、行為要求，分

析每一個遊戲的獨特價值，在遊戲進行的過程中，不但要關注

遊戲的完成，更要關注遊戲價值的實現。這樣民間遊戲才真正

具有促進發展的意義。

file:///F:/抬花轿.mp4
file:///F:/花样跳绳.mp4
file:///F:/跳竹竿.mp4


老鷹抓小雞

• 主要角色：老鷹，母雞，若干小雞（一般十個左右）

• 規則：老鷹從最後一隻小雞開始抓；抓住一隻重新整隊，開始

抓，直到全部抓完

• 活動方式：老鷹與母雞面對面，小雞依次抓住母雞和其他小雞

背後的衣服，隨隊伍奔跑轉移

• 關鍵點：引導幼兒討論如何盡可能利用團隊力量，避開老鷹的

抓捕。

• 價值：奔跑、團隊協同、防禦智慧

• 豐富的可能：時間因素、空間劃界、數量因素



滾鐵環

• 主要角色：3-5個兒童，人手一套鐵環和滾鉤

• 規則：能連續滾動鐵環，變換方向和速度，不衝撞他人

• 活動方式：幼兒自行商議滾鐵環的情景、行動路線、速度，如

比賽（快或慢）、送外賣、按圖走曲線等

• 關鍵點：控制鐵環速度和方向的技能

• 價值：手眼身的協調，奔跑，遵守規則

• 豐富的可能：根據需要，更換不同大小、粗細的鐵環，在不同

質地的地面上滾鐵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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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手絹

• 主要角色：丟者，被丟者，等候者

• 規則：被追到和未發現、追不上都要表現節目

• 活動方式：圍成圓圈，丟者在外轉圈，大家協調唱歌

• 關鍵點：輕紡、敏銳

• 價值：敏銳覺察和奔跑速度

• 豐富的可能：更小的物品、表演的多樣化

• 附： "丟呀丟呀丟手絹，輕輕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面，大家不要告訴她，快

點快點抓住她，快點快點抓住她。"



挑繩(挑花繩)

• 主要角色：2-3個挑戰者

• 規則：能一個動作到位，不斷接手

• 活動方式：將對方雙手十指相對對繩型一次性接納成另一個繩

型，不散不亂

• 關鍵點：手指的組合和位置

• 價值：空間造形、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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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小車

• 吱呦呦，吱呦呦

• 小車叫，

• 推上小車賣甜糕。

• 誰要?誰要?  

• 我要!我要!

• 娃娃吃得眯眯笑。



山連山水連水

山連山，水連水，

我們都是木頭人，

一不許動，二不許笑，

三不許露出小白牙，

最後只能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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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來了

• 打羅羅，墊羅羅，

• 熟了麥子請婆婆，

• 哪兒坐，炕頭坐笸

• 燒餅果子一大摞

• 臨走時，還很饞

• 再捎一笸籮笸



小巴狗

• 小巴狗滿地滾，它讓老頭去買粉，買了粉不會擦，它讓老頭去

買麻，買了麻不會搓，它讓老頭去買鍋，買了鍋不會做，它讓

老頭去買肉，買了肉不會切，它讓老頭去買鱉，買了鱉吃鱉肉

喝鱉湯留著鱉蓋蓋醬缸，前腿支後窗，後腿留著當洋槍，啪啪、

啊啊.........







民間遊戲的價值

• 能給兒童帶來愉悅感

• 能促進兒童肢體大肌肉運動能力、身體協調性、手指肌肉精細

運動能力的發展

• 能促進兒童語言交流和團隊合作精神的養成

• 促進兒童對兒歌、民謠等民間文學作品的朗誦和理解

• 促進兒童對民間生活習慣和民俗等的瞭解和理解。

上海/民间游戏：跳房子.mp4
上海/石头剪刀布1.mp4
上海/拍画片1.mp4
上海/6860d629c3ba0df07c2399d7cd153d62.mp4


總 結

• 傳統文化是兒童心靈成長不可或缺的養料，是民族的文化基因，

也是幼稚園課程的重要內容，需要深入地挖掘、利用、繼承和

創新。要選擇適合兒童的、喜聞樂見的、源自生活的、可操作、

可表現的文化內容。應注重過程化、行為化、情景化和經驗化，

讓傳統文化真正植根于兒童的內心，激發兒童的創造熱情，促

進兒童的成長。

• 傳統民間遊戲是愉悅兒童身心，讓兒童獲得綜合化經驗的重要

途徑和方式，傳統遊戲需要進一步發揚廣大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