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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研究

郭中然，刘　篧

（沧州师范学院 教育系，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应用较为普遍，但多存在空间布局缺乏整体意识和主题

意识，环创主题更新周期过长，与幼儿园课程的结合不够紧密，环境创设缺乏互动性和参与性等问题。

幼儿园在利用传统文化进行环境创设过程中应储备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做好空间整体布局；根据

不同年龄段幼儿特点和教育需要，适时灵活调整传统文化环创设计；环境创设应注重与课程的结合，并

注重连续性；关注幼儿体验，建立动态交互式传统文化教育环境。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幼儿园；环境创设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２９１０（２０２３）０２０１１１０５

　　２０１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指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

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

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

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

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此后，全国各地、各部

门，尤其是全国各地幼儿园、中小学校掀起了传统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热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

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２］党和国家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视，作为启蒙教育主场的幼

儿园应结合幼儿发展特点在教育过程中全方位、立

体化地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传统文化的魅

力，激发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幼儿园环境创设

中运用中华传统文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由此，全面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

设中的应用情况，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启蒙教

育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实现中华传统文化贯穿国

民教育始终的任务目标，提升传统文化教育效果，培

养幼儿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河北省１４所幼儿园选取１２０名幼儿

教师为调查对象，教师基本情况见表１。为进一步

充实调查内容，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严谨性、

针对性，从调查中选取有代表性的１２名幼儿教师进

行访谈（根据教师的基本情况在参与调查的教师中

分层、分类选取访谈对象）。

表１　幼儿教师基本情况表

项目 标准 人数 占比（％）

教师职位

教师学历

教师教龄

在编教师 ３４ ２８．３３

招聘教师 ８６ ７１．６６

大专 ２５ ２０．８３

本科 ９４ ７８．３３

研究生 １ ０．８３

博士 ０ ０

５年以下 ６５ ５４．１６

５１０年 ４４ ３６．６７

１０年以上 １１ ９．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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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１．问卷调查法

在杨晓峰［３］的调查问卷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

对个别题目进行调整后形成问卷，围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应用的总体情况，针对

幼儿园环境创设空间布局、更换周期、内容特点、表

现形式四个方面开展调查。

２．访谈法

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

应用情况，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

设中应用的价值对幼儿教师进行访谈。并对访谈的

结果进行梳理与归纳。

３．观察法

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户外环境、室内公

共环境、活动室环境与区域环境中的使用情况、呈现

方式编制观察记录表，对１４所幼儿园中华传统文化

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应用现状进行归纳分析，就

环创中的共性问题深入思考。与问卷调查的结果，

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

设中应用的价值

（一）增进幼儿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环境创设可以生动直观地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幼儿的体验感，激发幼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兴趣，增进幼儿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各具特色的地

域文化、炫丽缤纷的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欢乐吉祥的节日文化、强身益智的游戏文化、心

灵手巧的手工艺文化等，都可以用合适的方式呈现

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之中，从而增进幼儿对中华文化

的认知。

Ａ老师介绍说：“我们幼儿园在环境创设中有一

个主题为‘沧州武术’。用图片展示武术器械、历代

沧州武杰。图片中的器械和人物引起了幼儿的关

注，追问老师有关人物的历史故事、沧州武术的种

类、各种器械在哪种武术中使用等。环境创设中的

传统文化素材激发了幼儿的求知欲，教师的讲解增

加了幼儿对传统武术文化和相关历史文化的认知。”

Ｂ老师自豪地说起了通过环境创设向孩子们介绍皮

影文化：“唐山皮影主要使用影人、场景作为表现内

容。我们展示的影人又分为头茬和戳子两部分，头

茬就是影人的头，戳子就是影人身子。同一个身子

可以更换不同的头茬。影人的头茬也由两部分组

成，除了脸部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头帽冠饰，标

志着人物的身份地位。场景道具分室内与室外两大

类，包括了庭院、农舍、日月星云、门、帘、洞、各类交

通工具、家具、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等。雕刻精美

的影人与场景不仅是皮影表演的道具，还是炙手可

热的民间工艺收藏品。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放置的皮

影造型生动形象，制作精美，幼儿可以操作，在参观、

赏玩的过程中，孩子们学到了有关皮影的很多知识，

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二）培养幼儿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

环境创设可以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促进幼儿喜

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幼儿对中华文化的情感

认同。Ｃ老师介绍说：“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

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

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节又称为

“上元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

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

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

佳节，其乐融融。幼儿园借助环境创设营造浓厚的

节日氛围，孩子们猜灯谜、吃元宵，玩得很高兴，情感

上也会受到节日文化的熏陶。”Ｄ老师在访谈中谈

到，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佳节活动极为丰富，有登

高、赏菊、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重阳节又是“老人

节”，老人们在这一天或赏菊以陶冶情操，或登高以

锻炼体魄，给晚景增添了无限乐趣。每年的重阳节，

幼儿园都要就感恩、敬老的主题进行环境创设，培养

孩子们尊老、敬老的情感。

（三）丰富幼儿对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

审美是人们对事物美的发现、感受、欣赏、创作、

评价的综合体验。幼儿阶段是审美能力形成及发展

的敏感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环境创设可以给幼

儿提供多种形式的审美体验，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

启迪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幼儿园的Ｅ老师介绍说：“剪纸是我国最古老

的艺术文化形式，通过镂空造型，在视觉上给人以逼

真的艺术享受，这种透彻而色彩鲜明的艺术形式被

用于幼儿园环境创设之中，会给幼儿以鲜明生动的

美感，易引发幼儿的注意与兴趣。”

Ｆ老师谈了她的体会：“民族服饰文化内涵丰

富，包括制作原料、纺织工艺、印染工艺、刺绣工艺、

图案纹样、色彩表现、饰品工艺、文化价值等因素。

在环境创设中呈现民族服饰孩子们很喜欢。如蒙古

族服饰以宽袍阔带著称，其色彩明亮浓郁，其中显示

了蒙古人热情、彪悍、豪放的性格。蒙古族传统服饰

上的装饰图案，如花草、云纹、回纹和动物图案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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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图案都有一种特定的寓意，都是蒙古人古老的自

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遗迹。其中使用的主要纹饰图

案，大都由‘结’‘回纹’‘寿’‘莲花’等，根据不同的用

途和寓意组合、变形而成。通过展示并引导幼儿欣赏

各民族优美的服饰文化，可以丰富幼儿的审美体验。”

（四）引发幼儿对中华文化的探索兴趣

区域活动的环境创设可以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

活动的内容和主题，提供合适的活动材料，借助幼儿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知、操作、体验引发幼儿对传统

文化的探索兴趣。

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幼儿教师在区域环境创设

时提供一些传统游戏的玩具，如铁环、猴子爬杆、竹

蜻蜓等，幼儿在接触这些传统玩具的过程中，了解传

统游戏，通过教师的引导，提升幼儿对传统文化的探

索兴趣。

在幼儿园环境中展示传统艺术，也能能激发幼

儿的探索兴趣。Ｇ老师介绍：“运河文化的图片展

示，引发了幼儿对运河沿线有哪些名胜古迹的探索；

京剧脸谱的展示，促进幼儿进一步探索京剧的角儿，

京剧的扮相，京剧的唱腔；武术文化的展示，掀起了

幼儿群体的习武热潮。”

三、幼儿园环境创设应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空间布局缺乏整体意识和主题意识

空间布局的整体意识是指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环境创设时，幼儿园的户外环境、室内公共环境

（如走廊和楼梯）、活动室内的主题墙、区角环境，要

进行一个整体规划，对各个活动空间进行合理使用。

主题意识是指每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在进行环境

创设时，要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而不是随意拼凑。

根据对１４所幼儿园的观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环境创设主要表现于幼儿园的室内公共环境（如

走廊和楼梯）和活动室内的区角环境，户外环境涉及

传统文化较少。再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在被问到：

“您所在幼儿园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环境创设

时，是否进行了所有空间的整体规划？”时，９２％的被

调查教师表示，她们只进行了室内公共空间的装饰，

没有进行户外环境的创设。如沧州市三幼，走廊里

就设计了“武术文化”“杂技文化”“渤海文化”“运河

文化”“诗经文化”“中医药文化”等有地域特色的文

化元素，而在户外环境设计中，则没有涉及到传统

文化。

再就室内主题墙的设计而言，根据笔者的观察，

有些幼儿园在一面墙上既有《弟子规》《三字经》等经

典诵读的内容，又有京剧脸谱、瓷器等元素，显得有

些杂乱，整体感差，主题不够突出。

（二）更新时间周期较长

幼儿园楼道和楼梯的传统文化环创，大都制作

精美，一般由教师亲手制作，但很少更换。据调查，

２０％的幼儿园一学期更换一次公共区域的环创，

３１．１１％的幼儿园更换频率为一年一次，２７．７８％的

幼儿园两年更换一次，２１．１１％的老师表示三年更换

一次。室内的主题墙饰有４４．６２％的被调查教师表

示一学期更换一次。环境创设主题和内容合理的更

换周期一般为每学期三次，过长的更新周期，会导致

幼儿失去新鲜感，不利于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

（三）内容与幼儿园课程结合不够紧密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多所幼儿园开设了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中华传统文

化课程旨在帮助幼儿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包括

国学、古诗词、古典文学、古代书法、绘画、乐器乐理、

茶艺、礼仪仪式等［４］。环创与课程有机融合，互相配

合，才能相得益彰，取得好的教育效果。但有些幼儿

园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

据调查，７２．２２％的被调查幼儿教师表示传统文

化的环创与本园的幼儿园课程相关，有２７．７８％的

幼儿教师承认传统文化环创与本园的幼儿园课程无

关。环境创设的内容容易引发幼儿的关注和兴趣，

而环境创设的内容不能在相应的课程中探索和学

习，致使幼儿对内容的认知只停在感知层面。幼儿

园中华文化教育环境创设，有了课程的支撑才能更

好地促进幼儿对中华文化的深入认知、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四）互动性和参与性不足

关于环创能否注重与幼儿的互动，吸引幼儿参

与，有７２．８２％的教师认为本园传统文化环创可以

吸引幼儿的参与，２４．２７％的教师表示不一定能够发

挥幼儿的参与性，有２．９１％的教师认为本园的传统

文化环创没有这样做。陈鹤琴先生说过：“带领儿童

一同布置，使儿童从布置环境之中认识四周环境中

的事物，了解事物与事物之间关联。使儿童从改造

环境之中进行创造，并培养儿童坚毅、积极、合作互

助等优良品质。”陈鹤琴先生直接指出了让幼儿参与

环境创设的重要意义。

部分幼儿教师在设计环境时，会认为幼儿没有

选择能力和审美能力，单纯从教师角度出发，为幼儿

设计自认为是高大上的环境［５］，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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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想法无法表达，需求也得不到关注，孩子们的

参与感和体验感较差，主体地位难以体现。教育效

果也就大打折扣。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

设中应用的建议

（一）储备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做好空间

整体布局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一项需要长期关注的

任务，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各个地区根

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孕育出各自独具特

色的地方文化，因此，在幼儿园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环

境创设理应从中充分、合理地挖掘资源、整合资源，

将其自然地转化为当前教育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环境创设，幼儿园应合理

利用好活动室内的区角环境、主题墙饰、室内公共空

间（走廊、楼梯等）、户外环境等，做好整体规划和合

理布局。

幼儿园可以运用民间游戏资源，放在区角环境

中。传统玩具，如陀螺、猴爬杆、九连环、七巧板、华

容道、鲁班锁、拼图、万花筒、不倒翁、发条玩具、翻花

绳等，可以锻炼发展幼儿的运动能力、思维能力和记

忆力。室内主题墙饰应做到主题突出，内容丰富。

幼儿园的门厅、走廊、楼梯的布置，要有体现“中国范

儿”和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

幼儿园的户外环境，可以喷绘中华文化经典著

作，这些经典教幼儿学会做人的道理，引导他们热爱

劳动，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如《曹冲称象》《文彦

博树洞取球》让孩子懂得要增长智慧；《孔融让梨》让

孩子懂得谦让等美好品德；《弟子规》让幼儿懂得了

尊重师长、礼貌待人、学会关心帮助他人。通过这样

的创设，把本来单调的墙面变得既有童趣、又有中华

文化的美感和氛围，让幼儿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二）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特点和教育需要，适

时灵活调整传统文化环创设计

在创设幼儿园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环境时，应该

根据幼儿的年龄阶段特点、兴趣点做出内容的安排，

例如小班幼儿喜爱模仿，喜欢生动的童话故事，那么

在小班进行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环境创设时就可多选

择便于模仿的手工艺文化、展现有趣的神话或寓言

故事等［６］。中班幼儿爱好通过手、口、动作、表情进

行表现与创造，因此在中班幼儿园中华文化启蒙教

育环境创设时，可以多选择中华传统文化的音乐、舞

蹈艺术等文化元素。大班幼儿爱问“为什么”，语言

理解力、语言表达能力也明显提高，创编欲望强烈，

所以在幼儿园大班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环境创设时，

可以多选择一些科技类文化、民俗类文化，多给幼儿

提供对中华文化进行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三）环境创设应注重与课程的结合，并注重连

续性

幼儿园环境创设作为一种“隐性课程”，具有潜

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环境创设对

幼儿具有一定的新鲜感，他们会产生这各种各样的

兴趣与疑问，如果教师能及时捕捉到这些教育契机、

找准幼儿的兴趣点，并将之纳入主题课程之中，能让

幼儿加深认识，产生探究的愿望［７］。

幼儿园的主题课程或五大领域课程开展传统文

化教育活动时，教师也要进行相关的环境创设。如

开展“爱家乡”的教育时，环境设计中可多展示一些

家乡地域文化特色的图片或实物，与课程内容紧密

配合，拓展与加深幼儿的认识。

培养幼儿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兴趣，需长期

坚持，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创设幼儿园中华文化传

统教育环境也不该是急功近利之举，而是一个注重

与课程的衔接、连续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更适合幼

儿的方式应该是一种长期的、浸润式的引导，逐步使

幼儿成长成为一个有文化自尊、文化自信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接班人。

（四）关注幼儿体验，建立动态交互式传统文化

教育环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渗透

还需要考虑到幼儿的主体需要和学习体验。在“创

设不断与幼儿相互作用的环境和材料”的教育理念

的引导下，努力使每一处主题墙面，每一件材料都能

与幼儿互动，与幼儿“对话”。

为此，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环境创设要

联系幼儿的生活或幼儿关注的问题，吸引幼儿与环

境互动。如学习《弟子规》时，联系其内容，请幼儿思

考在生活中如何体现这些礼仪规范，并能把自己在

生活中的表现与图片相对照。另一方面在进行幼儿

园环境创设时，可以让幼儿们积极动脑筋、想办法，

为幼儿提供展示、参与和表现的机会。在幼儿园制

作主题墙饰时，教师可以确定好主题，让幼儿围绕主

题搜集有关资料，讨论可以采用哪些元素。通过一

段时间的积累，幼儿准备好了相关的内容。教师可

以在制作前让幼儿进行交流和展示，进一步激发其

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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