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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民族文化在幼儿园劳动教育中的融合策略
田晓雪

江孜县第三幼儿园 西藏 日喀则 857400

摘要：西藏地区幼儿园劳动教育通过与民族文化深度整合，焕发新的活力。策略上，精选民族元素与劳动主题结合，

如青稞种植体验，增进文化认同；利用民间故事创设情境，如白牦牛传说活动，激发创造潜力；开设民族工艺工作坊，

学习卡垫制作等，提升实践技能。同时，节日庆典融入劳动任务，歌舞表演培养节奏感，传统民间游戏激发劳动兴趣，

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儿童全面发展双赢局面。此模式促进了幼儿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尊重与传承，为幼儿教育提

供了新路径。

关键词：西藏地区；民族文化；幼儿园；劳动教育；融合策略

引言

西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这些文化不仅是

当地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幼儿园阶段，将民族文化融入劳动教育，不仅有

助于幼儿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还能通过劳动实践

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

1 民族文化在幼儿园劳动教育内容中的融合

1.1 民族文化元素的选取与劳动教育主题的结合

在构建幼儿园劳动教育体系时，应深入挖掘并精准选

取西藏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将其与劳动教育主题紧密结合，

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内容[1]。例如，通过“青稞之旅”

项目，依据季节变换、物候现象及传统节日，将农耕文化

与劳动教育主题相结合。具体实施步骤可包括：首先，依

据季节安排，春季组织孩子们通过春耕节，体验青稞播种

仪式，让他们亲手撒下希望的种子，同时讲解青稞的历史

与文化意义，如其在藏族节日中的象征作用；夏季，定期

带领孩子观察作物生长，记录青稞生长日记，结合自然科

学教育，引导幼儿了解植物生长知识；秋季，则开展收割

活动，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使用传统农具，如镰刀、耙子

等，感受丰收喜悦。进一步地，活动延伸至饮食文化教育，

设计“美食品鉴会”活动，让幼儿通过对青稞加工厂的参

观，初步了解糌粑、青稞饼、青稞酒等食物的制作方法，

如研磨、烘烤等，再通过幼儿园的青稞文化体验区，带领

幼儿制作品尝糌粑团、糌粑肉汤、青稞饼等食物，通过传

统文化饮食教育，培养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对大自然

的感恩意识。

1.2 民族文化故事的讲述与劳动情境的创设

在营造沉浸式的劳动教育氛围方面，幼儿园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来充分利用西藏丰富的民间故事资源。除了传统

故事，还可以结合儿歌、手工制作和游戏等形式，创造出

更加生动有趣的劳动情境，让孩子们在参与其中的过程中

获得真正的体验和学习。 例如，可以选择与奶制品制作或

牦牛毛加工相关的民间故事，结合相关场景和角色来创设

一个有趣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孩子们

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和实际动手操作来体验故事中的

情节，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 同时，幼

儿园可以通过引导孩子们制作手工艺品或小型模型，让他

们在动手的过程中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增强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感和尊重。例如，孩子们可以参与制作奶渣和酥

油的过程，学习从挤奶、发酵到成品的每个步骤，了解这

些食品在藏族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同时，通过收集牦牛毛、

学习搓洗、编织氆氇，以及参与搭建小型帐篷模型的活动，

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传统生活的智慧与辛劳。这样的设计不

仅仅是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文化的沉浸和体验。孩子们

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能够深刻理解故事背后的勤劳、互

助与创造力等价值观，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

同与尊重。这种沉浸式的劳动教育方式，不仅可以让孩养

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使得劳动教育真正好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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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族手工艺的体验与劳动技能的培养

幼儿园应积极构建与本土文化资源的桥梁，携手当地

社区与家长，将民族手工艺的精髓引入教育实践。具体实

施上，可策划“指尖上的瑰宝”项目，定期邀请精通藏族

传统技艺或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长及工匠莅临幼儿园，

开展一系列富含文化底蕴的工作坊，如卡垫织造、藏式风

筝制作等，为孩子们开启一扇通往传统艺术殿堂的大门。

在“卡垫织造”活动初期，幼儿在教师带领下参观江孜地

毯场，近距离观赏藏族毛织艺术的现场演绎。通过直观感

受卡垫在藏族服饰和家居中的广泛应用及其深远的文化象

征，孩子们建立起对这一传统工艺的基本认知；随后，组

织“小小设计师”活动，从设计草图开始，学习卡垫图案

绘制中的色彩搭配与线条勾勒，孩子们在专注创作的同时，

也对传统藏式艺术有了初步认识；此外，卡垫编织工作坊

则让孩子们体验到纺织的乐趣与辛劳，从最基本纺线、染

色再到织造、剪毯，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这一过程不仅

锻炼了孩子们的手眼协调能力，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传统

织物背后承载的温暖与匠心。

2 民族文化在幼儿园劳动教育方法中的融合

2.1 民族节日庆典活动与劳动任务的结合

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将民族节日庆典活动与劳动任

务巧妙结合，不仅能增添节日氛围，还能在欢庆中潜移默

化地培养孩子们的劳动意识和技能。以春耕节为例，这一

时期，幼儿园可以策划一场名为“迎春耕新”的主题活动。

活动筹备阶段，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参与到制作传统

节日装饰的劳动中，如动手编织牦牛角装饰物、装饰切玛

盒等，这不仅锻炼了他们的手工技能，还让他们了解到节

日装饰背后的文化寓意。 除了手工技能的培养，孩子们还

可以通过这些制作体验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他们能够在亲

身参与的过程中体会到传统手工艺品的价值，进而培养对

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这种亲身参与的体验能够使孩子

们更加深刻地记住和珍惜民族节日的重要意义。节日当天，

组织一场小型的“春播仪式”，孩子们模仿成人，用小铲

子在幼儿园的小农田里播种象征希望的种子，体验春耕的

辛勤与乐趣。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能够体验到劳

动的乐趣，还能感受到耕作所蕴含的辛勤和希望。这对于

他们的情感和品格的培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帮助他们在

未来的成长中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价值观。通过这种节

日与劳动的融合，孩子们在庆祝中学会了尊重自然、珍视

食物来源，同时也增进了对藏族节日习俗的了解和认同。

他们能够从活动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博大和深厚，培养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心。这样的活动不仅满

足了孩子们对节日庆祝的需求，同时也将劳动和文化传统

融合在一起，为他们的全面成长提供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和

体验机会。 因此，将民族节日庆典活动与劳动任务巧妙结

合，对于幼儿园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激发

孩子们够在欢庆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和技能，

促使他们在欢乐中获得更多的成长和教育。

2.2 民族歌舞表演对劳动节奏的培养

音乐与舞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将民族歌舞表演

融入劳动教育，能够有效激发孩子们的劳动热情，同时培

养他们对劳动节奏的敏感度。在日常的幼儿园活动中，通

过艺术节等主题活动，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藏族歌舞，如打

阿嘎、锅庄、堆谐等。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听着

音乐，一边模䃄打阿嘎时的步伐节奏，感受劳动中的节奏

美感，了解本民族在劳作环境下的娱乐文化。 通过音乐与

舞蹈的融合，孩子们在欢快的氛围中感受到了劳动的节奏

和美感。他们不再觉得劳动是一种枯燥乏味的工作，而是

一种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体验。这种与民族歌舞的结合将劳

动的美妙与乐趣充分展现出来，激发了孩子们对劳动的热

情和兴趣，培养了他们对节奏敏感度和体会力。 更为巧妙

的是，通过编排包含挤牛奶、挖土等劳动动作的舞蹈，孩

子们在舞蹈实践中直接感受到劳动的乐趣。这样的设计不

仅锻炼了他们的体协调性和团队协作精神，还在享受歌舞

的愉悦中，无意识地掌握了劳动的基本节奏，领悟到劳动

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能够学

习到传统的舞蹈技巧，还能够感受到民族文化中对劳动的

热爱和尊重。 藏族歌舞独特的韵律和歌曲中的故事，如同

一座文化的桥梁，让孩子们在参与和体验中自然而然地吸

收藏族文化的精髓，增长知识的同时，心灵也受到了文化

的熏陶。这样的体验将为他们打开一个充满乐趣与文化深

度的学习窗口，为他们的个人成长和文化认同感提供重要

的支持。 综上所述，将民族歌舞表演融入劳动教育，对幼

儿园的教育实践有着积极的意义。通过音乐与舞蹈的融合，

不仅能够激发孩子们对劳动的兴趣和热情，培养他们对节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1 期

JZK publishing 科技创新发展

— 85 —

奏的敏感度，还能够让他们在欢快的氛围中深入体会到劳

动的美妙和乐趣，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了解。这样的

教育活动不仅有助于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还能够培养他们

的文化自信心，为未来的成长打下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2.3 民族色彩游戏对劳动兴趣的激发

在幼儿教育中，游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通

过引入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游戏，不仅可以激发孩子们参

与劳动的兴趣，还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并传承民族文

化。在幼儿园中推广“江孜劳动智慧”系列游戏活动，如

“羊拐”和“糌粑制作大赛”，这些游戏活动不仅能够让

孩子们在玩中学，更让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到劳动的

乐趣和成就感。“羊拐”这个传统游戏活动非常适合在幼

儿园中进行推广。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收集羊骨，并根据传

统的方法将羊骨制作成可玩的羊拐，这个过程不仅提供了

孩子们与家长亲子互动的机会，还让他们在玩耍的过程中

学会了手工制作的技巧和耐心。同时，他们可以体会到劳

动的成果，感受到从收集羊骨到制作羊拐的全过程，这样

的体验会让他们更加尊重传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而“糌粑制作大赛”则是另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游戏活动。

通过模拟藏族家庭制作主食糌粑的过程，孩子们可以分工

合作，体验并了解到制作传统食品的过程，培养了他们的

团队协作意识后，他们还可以品尝到自己亲手制作的食物，

这不仅能增加他们对劳动成果的成就感，还能够让他们更

加珍惜传统的食物文化，并且明白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这

些游戏化的劳动活动不仅能激发孩子们对劳动的兴趣，还

能让他们在玩耍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孩子们不仅能够学习到传统的制作方法和

技能，还能够体验到动所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这样的游

戏活动不仅有助于增进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理解，还

能够为他们的个人成长和价值观培养提供积极的影响。在

幼儿园教育中，通过引入富有民族发孩子们对劳动的兴趣，

还能够使他们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并传承民族文化。这样

的教育活动将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和文化认同感提供重要

的支持，为他们的未来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结语

西藏地区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为幼儿园劳动教育提供

了独特而宝贵的资源。在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上，藏族

传统文化和劳动精神深深融入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之中。通

过将民族节日庆典、歌舞表演和传统游戏融入劳动教育之

中，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儿童的劳动技能和身体素质，还能

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文化传承的种子。 寓教于乐，通

过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庆典，如藏历新年、郎木寺祭祀等

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快热闹的氛围中感受着劳动的乐趣，

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通过参与传统

歌舞表演，孩子们感受到了藏族舞蹈、民歌的魅力，同时

也培养了他们的艺术感知和表现能力。在传统游戏中，孩

子们锻炼着协作能力、体力和意志力，同时也在不经意间

了解了藏族民间传统游戏的含义和历史。这种融合策略不

仅增强了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更是对藏族文化的一种

活态保护与传承。教育者们通过深入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

资源，将劳动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让孩子们在实

践中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从小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和保护意识。未来，持续探索和深化这类融合实践，将为

培养既具有现代劳动观念又深谙民族文化的新时代儿童奠

定坚实基础，让西藏的民族文化之花在孩子们的笑声中绚

烂绽放。 同时，也需要教育者们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

和保护，使得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得到有效的传承和发扬。

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利用藏族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幼有助于

让孩子们在劳动教育中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领悟到文化传

承的重要性，从而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新时代儿童。

因此，这种独特的文化与教育融合模式是值得继续探索和

推广的，它不仅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宝贵民族文化传承注

入了新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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