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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园生态式课程背景下利用家庭和社区资源

开展民俗节庆教育的研究

方之昕 何漫潮

句容市天王镇中心幼儿园，江苏镇江，2120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农村幼儿园生态式课程教育中有效整合家庭与社区资源，以促进幼儿对民俗节庆文化

的理解和参与。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和实践探索，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策略和方法，旨在构建家园社三位一体

的教育模式，激发幼儿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提升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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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曾说：“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

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园着手将无限广袤自然资源

结合到有限的园所空间场域中，给孩子“全过程、全探

究”的自然体验，是我园幼儿园户外环境建设的积极尝

试
[1]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得

尤为重要。幼儿园作为儿童早期教育的重要场所，肩负

着培养下一代文化意识的重任。民俗节庆作为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然而，单一

的园所教育往往难以充分展现民俗节庆的多维度特征。

活教育背景下的生态式课程应该注重孩子们的主体地

位，让他们在真实情境中主动学习和探索，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因此，

本研究提出将家庭和社区资源融入幼儿园民俗节庆教

育中，以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1 节庆教育的意义与分析

结合社区与家庭，将两类资源融入到民俗传统节日

教育之中，对于幼儿发展、教育本身和社会层面都具有

重要意义。幼儿园应积极与家庭、社区合作，共同开展

丰富多彩的民俗传统节日教育活动，为幼儿的全面发展

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从幼儿园教育角度来看，利用家

庭和社区资源进行民俗传统节日教育具有多方面重要

价值：

1.1 对于幼儿发展

文化传承：让幼儿从小接触和了解民俗传统节日，有助

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培养幼儿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

自豪感。

丰富认知：通过参与各种节日活动，幼儿可以更直

观地了解不同节日的由来、习俗等，丰富他们的知识和

认知范围。

情感体验：感受节日氛围，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庆祝

活动，能给幼儿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增强他们对生活

的热爱。

1.2 对于教育本身

拓展教育资源：家庭和社区资源丰富多样，能为幼

儿园的民俗传统节日教育提供更多素材和场景，使教育

更具生动性和实践性。不仅如此还能加强家园共育，加

强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联系与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共同促进幼儿的成长。

增强教育效果：在熟悉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中进行教

育，幼儿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更高，教育效果更显著。幼

儿园与社区互动，增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与情感，有利于

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有助于民俗传统节日在社会中更

好地延续，保持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

2 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反思

2.1 粗线条的资源堆砌问题

资源提供的充足不代表资源使用的有效，也不代表

课程的丰盈。在近几年的课程游戏化建设历程中，我们

形成了资源利用的良好意识，但也暴露了诸多的问题。

教师在课程开展中出现过多重复的资源，例如相同类型

的玩具、图书或活动材料。这可能导致幼儿对资源的新

鲜感降低，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缺乏整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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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之间缺乏有机的整合和联系，没有形成一个系

统的学习体系。幼儿可能难以理解资源之间的关系，也

无法将它们有效地应用到学习中。“资源堆砌问题”和

“低效利用问题”成了教师们的资源利用的两大瓶颈，

教师们对于资源的利用也往往是想用什么找什么，看到

什么做什么，缺少与幼儿园课程脉络相连接的整体规划

和指向性利用，对于现代信息化资源也尚未与本土化资

源进行有效整合，整体资源建设还处于粗线条的罗列式

随机运用状态。

2.2 资源与课程的有机联系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基于幼儿园传统课程观念的影响，我园课程建设、

节庆教育活动一直处于初始阶段，也一直未敢脱离教材，

教师们对课程的开展大多依赖于现有教材和资源，对课

程的把控和资源的抉择与投放还处在直观浅表阶段，未

能结合幼儿园课程内容、课程目标针对性的审议资源、

开展生成性的节庆教育活动，沿袭教材的二传手式教师

和教师主导的生活化教育内容依旧主宰着幼儿园的课

程建设走向，以课程七要素（背景条件、目标、结构、

内容、实施、保障、评价）和生活化、游戏化课程实施

路径为依托的课程建设体系尚处于初步尝试阶段。

3 幼儿园结合家庭和社区资源开展民俗传统节

庆教育的形式研究

3.1 联结儿童发展多元领域，开展民俗传统节日专

题活动

幼儿园民俗传统节日教育往往融合于幼儿的一日

生活之中，并以主题的形式进行呈现。在童谣、儿歌谈

话等语言类表达活动相融合，也与绘画、表征、歌表演

等艺术活动相渗透，还与日常游戏、角色表演、科学探

究系列活动、自然生活等有机结合。促进幼儿认知、情

感、能力等多维度的发展，也与五大领域的发展目标相

呼应。

3.2 巧妙结合幼儿园节庆活动，提升民俗亲子教育

活动质量

基于以往教育主题，推进节庆活动开展的同时，亲

子互动环节也是幼儿园在节日庆典活动推动家长、幼儿

一同探究、体验、感知的有效手段。节庆活动可以提供

独特的亲子互动机会。比如在春节时，父母和孩子一起

贴春联、挂灯笼、准备年夜饭等，在这个过程中，孩子

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增进与父

母的亲密感。通过参与节庆活动，父母可以给孩子讲述

节日的由来、传统和意义，这是一种知识的传递，也是

文化的传承，让孩子在欢乐中学习和成长。

3.3 积极创设园内外环境，开展民俗传统节日隐性

教育

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是润物无声的熏陶。在幼儿园

《夏长之美》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中，孩子们编蛋网、

挂蛋兜、包粽子、搭龙舟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魅力，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增强了孩子们的民

族自豪感，让我们将传统节日习俗传递延续，将传统文

化根植于天幼孩子们的心田，陪伴他们成长。

3.4 关注幼儿一日活动,在幼儿自发行为中捕捉活

动内容

张雪门先生强调课程就是运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

以唤起生活的需要,扩充其生活的经验,培养其生活的

力量”“学前教育更多的是扩充经验,经验的真价值,不

但从旧经验去产生新经验,且从有了新经验去改革旧的

经验,也就是说源于幼儿生活的活动是孩子们真正内需

的”。所以我们将随时注意偶发事件,随时活用,以适应

幼儿的需要,以满足幼儿的兴趣。

3.5 顺应季节更替,在自然环境中筛选活动内容

我们也将继续开发春生之思，夏长之美，秋收之味，

冬藏之酿的四季课程内容，使其更加适宜。以春生之思

为例，我们结合春季资源开展了自然探索活动《疯狂的

苜蓿头》、《小鸡孵化记》、劳动实践活动《种甘蔗》

《插秧体验》、社会寻访活动《春季菜场大调查》。

3.6 关注课程资源的互补作用，全面开节庆课程资

源

基于多年本土资源利用的经验积累，不少幼儿园已

然走上了了资源本土化利用的道路，但在节庆教育的课

程实践层面，我们的资源利用还存在片面性、碎片化的

问题，未能将多种资源的功能有效整合。我们将努力架

构“幼儿园课程资源系统”。首先，根据课程内容框架

整合园所、社区、家园三个维度的自然、文化、人力等

多类资源，建立幼儿园一级资源库；其次，优化节庆课

程有关的信息化资源、地方文化资源、园级活动组织方

案等隐性教育资源，从而建立一个体系完善的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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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台。突出节庆课程教育主体脉络下的线性联结；

三是把握预设与生成，对幼儿园现有的项目活动、课程

案例、研究成果进行逐层梳理，打造供教师借鉴、使用

的各年龄段三级资源库，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源在儿童发

展中蕴含的价值。

图 1 天王镇中心幼儿园课程体系图

图 2 天王镇中心幼儿园节庆课程《幸福园历》

图 3 天王镇中心幼儿园生态式课程《春生之思》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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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家庭和社区资源开展民俗节庆教育的策

略
4.1 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

建立资源库。家庭和社区可以共同建立民俗节庆资

源库，整合各类资源，实现共享。

开发特色项目。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开发具有特

色的民俗节庆教育项目。

社区资源的整合。与当地文化馆、博物馆等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邀请专家进园讲解，组织幼儿参观学习，

拓宽幼儿的视野。

4.2 丰富教育内容与形式
4.2.1 引入多元文化

在民俗节庆教育中，融入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优秀文

化元素，丰富教育内容。

4.2.2创新活动形式

采用游戏、体验、竞赛等形式，增加民俗节庆教育

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4.3 培养专业人才与队伍
4.3.1培训指导人员

家庭和社区可以邀请专业人士对指导人员进行培

训，提高其教育水平。同时做好教师的转型，教师不仅

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资源的整合者和活动的引导者，

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专业能力。

4.3.2成立志愿者队伍

招募志愿者参与民俗节庆教育活动，提供专业服务。

家庭和社区是开展民俗节庆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

充分利用家庭和社区资源，可以让民俗节庆文化得到更

好的传承和发展。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家庭和社

区的合作，创新教育形式，培养专业人才，建立评估机

制，推动民俗节庆教育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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