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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开发能力提升
路径研究

张小培

许昌学院教育学院，中国·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对幼儿教育的日益重视，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园园本课程，提升教师开发此类课程

的能力，已成为当下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聚焦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重要性，深入剖析幼儿园教

师在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对传统文化内涵把握不准、课程开发技术运用不熟练、缺乏资源整

合与创新能力等。进而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地提升路径，如强化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开展课程开发专项培训、搭建资

源共享平台以及鼓励教学反思与合作等，旨在全面提升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开发能力，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

教育中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为幼儿的文化启蒙和全面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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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to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Kindergarten Based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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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modern society, how to integra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nd enhance teachers’ ability to develop such courses has become a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 indust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porta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many challenges faced by kindergarten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accurate grasp of the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unskilled application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chniques, lack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tc. Furthermore, a series of targeted improvement paths are proposed,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learn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knowledge, conducting specialized training 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uilding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s, and encouraging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aim i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develop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romote the effectiv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comprehensive growth of young children.
Keyword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indergarten teachers; ability to develop garden based courses

0 前言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幼儿园作为儿童教育的启蒙阶段，承担

着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幼儿心田的重任。而幼儿园

教师作为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核心力量，其园本课程开发能力

直接决定了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在幼儿园教育中得以生动、有

效地呈现。因此，深入探究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幼儿园教师

园本课程开发能力的提升路径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寓优秀传统文化于幼儿园课程中之价值意蕴

1.1 文化传承与启蒙的基石
幼儿时期是个体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萌芽期。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包括传统节

日，民间故事，古典诗词等，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民族

精神。通过在幼儿园课程中引入优秀传统文化，让幼儿耳濡

目染中华文化的魅力，开启其对本土文化的初步认知与探索

之旅，为其进一步了解与传承民族文化打下基础，从而在幼

儿的心灵中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

1.2 促进幼儿多元智能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涉及语言、艺术、科学、

社会等各个领域。例如，传统的儿歌、童谣能培养幼儿语言

表达能力；剪纸、陶艺等民间手工艺能够培养幼儿的创造性、

动手操作能力；传统的礼仪文化能培养幼儿良好的社会交往

能力和道德素养。把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幼儿园课程，

能给幼儿提供多元化、综合性的学习体验，促进幼儿多元智

能的全面发展，使幼儿在富有文化内涵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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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增设幼儿园课程内容和特色
在当前幼儿园课程体系不断完善与创新的背景下，优

秀传统文化为课程资源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犹如一

座不可多得的金矿，为幼儿园课程注入了独特的活力与魅

力。与传统的通用课程相比，融合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园本课

程更具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更能满足幼儿对新鲜、有趣且

富有深度的学习内容的需求，也有利于幼儿园形成自身教育

的品牌和文化标识，在众多幼儿园中脱颖而出，提升幼儿园

教育整体品质和竞争力。

2 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开发的困境

2.1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的局限性
虽然大多数幼儿园教师都意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对教育

的重要作用，但囿于自身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结构，对传统

文化的理解往往停留在浅层次上。很多教师只了解一些常见

的传统节日习俗或经典故事片段，而对传统文化深层的哲学

思想、价值观念、文化体系的内在逻辑缺乏深入探究。这就

导致在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难以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

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适合幼儿学习的课程内容，容易出现课

程内容的片面性、肤浅性甚至误读现象。

2.2 园本课程开发技能与方法的欠缺
园本课程开发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教师具

备一系列专业的课程开发技能与方法。然而现实中的许多幼

儿园教师在这方面严重不足。例如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有

的教师不能充分考虑幼儿年龄特点、发展水平和兴趣需求，

课程目标过高或过低，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课程内容

的选择和组织上，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往往是一些传统文

化素材的简单堆砌，难以形成有机的课程体系；在教学方法

的设计上，创新意识不强，习惯于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忽

视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和学习特点，难以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

课程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

2.3 传统文化资源整合与创新能力低下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也呈现出分散，繁杂的特点。

如何从丰富多彩的资源中去选择适宜幼儿教育的内容，并进

行有效的整合与创新成为幼儿园教师开发园本课程的问题。

一方面，教师缺乏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梳理、分类能力，

难以把资源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另一

方面，教师在对资源进行整合时往往局限于对现有资源的简

单照搬，缺乏创新思维和能力，不能根据幼儿实际、时代发

展需求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致使

课程内容缺乏新意和吸引力，难以满足幼儿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

2.4 缺乏有效的课程评价与反思机制
课程评价与反思是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

节，它对课程的不断优化，教师专业成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然而目前许多幼儿园教师在园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对课

程评价重视程度不够，评价指标单一，比较注重的是幼儿对

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而不重视对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课程

内容的适宜性、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幼儿情感态度和文化

素养培养等方面进行评价。同时教师的反思意识和能力也薄

弱，没有对课程开发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剖

析和总结反思，难以从实践中及时地汲取经验教训，制约了

园本课程开发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3 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
开发能力提升路径

3.1 加强传统文化知识学习，夯实课程开发基础
幼儿园要制定详细的传统文化知识培训计划，邀请国

学专家、民俗学者等专业人士为教师开设系统的传统文化培

训课程。培训内容可以涉及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文学

艺术、传统技艺等多个方面，通过专题讲座、研讨交流、实

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帮助教师全面、深入地了解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价值和表现形式。例如，组织教师去当地的博物馆、

民俗文化村等，让教师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加强对传

统文化的感性认识；开展“中华文化之乡”的创建活动。开

展“传统文化经典研读”活动，引导教师学习《论语》《诗

经》等经典，增强教师对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理解解读能力。

在集体培训的基础上，幼儿园也应积极鼓励教师进行自主学

习与研究。为教师的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如图书资料室、

在线学习平台、学术数据库等，方便教师随时查阅和学习传

统文化知识。与此同时，建立教师学习激励机制，对传统文

化学习与研究有突出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调动教师

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比如，鼓励教师撰写传统文化学习

心得或研究论文或开展小型课题研究，将学习成果运用到园

本课程开发实践中，并让其在园内进行交流分享，形成良好

的学习氛围和学术交流环境。

3.2 加强园本课程开发技能培训，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幼儿园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园本课程开发理论与方法

培训，使教师系统掌握课程开发的基本原理、流程和方法。

培训内容可以包括课程目标设计、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课

程实施策略、课程评价等。通过案例分析、模拟演练、小组

合作等教学方法，帮助教师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

力。例如，选择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园本课程案例，组织教

师进行分析和讨论，引导教师学习如何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和发展需求确定课程目标，如何选择具有教育价值和趣味性

的传统文化内容，并将其合理地组织成有机的课程体系；开

展园本课程开发模拟实践活动，让教师分组合作，按课程开

发的流程完成一份完整的园本课程方案设计，并进行展示和

互评，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教师的课程开发技能。为提高传统

文化园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幼儿园还应加强教师教学

方法创新与应用培训。鼓励教师根据幼儿学习特点和传统文

化课程内容的特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情境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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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故事教学法等，激发幼儿学习

传统文化课程的兴趣和参与热情。例如，在讲授传统节日文

化时，应用情境教学法，创设有关节日的场景，让幼儿在模

拟的节日氛围中体会节日的习俗和文化内涵；在进行民间手

工艺教学中，应用体验式教学法，让幼儿亲自到剪纸、陶艺

等手工艺制作中进行体验，在学习中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提高动手操作能力和创造力。同时，幼儿园还应当定期组织

教师进行教学观摩和研讨活动，让教师相互学习优秀的教学

经验和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自己的教学实践。

3.3 搭建传统文化资源共享平台，助力课程开发创新
幼儿园应建立园内传统文化资源库，整合教师、家长、

社区等多方面的资源力量，收集整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

教学资料、活动方案、图片、视频、实物等资源，并进行分

类整理和数字化处理，方便教师查询和使用。同时，建立资

源共享机制，鼓励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和分享资源，共同开发

和完善园本课程资源。例如，组织教师开展“传统文化资源

分享会”，让教师们介绍自己收集或开发的传统文化资源，

并分享在课程开发中的应用经验；建立园内资源交换平台，

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课程需求，在平台上与其他教师交换资

源，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共享。幼儿园应积极拓展园外

传统文化资源渠道，加强与高校、文化机构、民间艺人等的

合作与交流。与高校合作，可以邀请高校的专家学者为教师

提供专业指导和培训，同时也可以为教师提供参与高校相关

研究项目的机会，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文化素养；与文化

机构合作，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可以利用这些机

构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展园本课程实践活动，如组织幼儿参观

博物馆展览、参加图书馆的传统文化阅读活动、观看文化馆

的民俗表演等，拓宽幼儿的文化视野；与民间艺人合作，可

以邀请民间艺人走进幼儿园，为幼儿传授传统手工艺制作技

巧、民间歌舞表演等，让幼儿亲身感受民间文化的魅力，同

时也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和教学素材。通过园外资

源的拓展与合作，为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开发提供更广阔的

空间和更多的创新灵感。

3.4 完善课程评价与反思机制，促进教师持续成长
幼儿园应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传统文化园本课程评价

体系，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幼儿

发展等多个维度对园本课程进行全面评价。评价指标应具有

明确性、可操作性和层次性，既要关注幼儿知识技能的掌握

情况，更要注重幼儿情感态度、价值观、文化素养等方面的

发展；既要评价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效果，也要评价课程

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创新性。例如，评价课程目标时，

应分析目标是否适合幼儿的年龄特征和发展需要，是否体现

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评价课程内容时，应分析内容是否丰

富多彩，有趣、有教，能否很好地促进幼儿对传统文化的接

受和继承；评价教学方法时，应分析方法是否灵活多样，是

否能充分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是否有利于幼儿自

主学习和探究；评价教学效果时，应从幼儿在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情况以及家长和社会的反馈

意见等方面来综合评价等。通过科学合理的课程评价体系，

为园本课程的优化和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有力的依据和支

持。幼儿园应引导教师树立反思意识，养成反思习惯，将反

思贯穿于园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全过程。教师要定期对自己

的课程开发与教学实践进行反思，思考课程目标是否达成，

教学内容是否适宜，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幼儿的学习反应如

何等，并及时记录反思结果。同时，幼儿园要组织教师开展

反思交流活动，如反思研讨会、教学案例分析会等，让教师

们分享反思的经验，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此外，

幼儿园还可以建立教师反思档案，将教师反思的记录进行整

理和归档，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以此来加强教师的反思意识与能力，促进教师不断总结经验

教训，改进教学实践，提高园本课程开发能力和教育教学

质量。

4 结语

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教育中传承发展，是

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而提高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开发

能力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从深化传统文化知识学习、

强化园本课程开发技能培训、搭建传统文化资源共享平台、

完善课程评价与反思机制等方面路径探索与实践，可以有效

地提高幼儿园教师园本课程开发能力，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幼

儿园课程中得以生动、有效地体现，为幼儿的文化启蒙与全

面成长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也可以推动幼儿园教育

的改革与创新，提升幼儿园教育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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