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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如何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

!!!以淄博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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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淄博市为例$探讨地方文化与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融合路径$认为应根植地方文化$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幼儿园区域

游戏$特别是大力彰显地方传统游戏的历史文化精神$并通过区域游戏架起幼儿与地方文化双向创生的桥梁$一方面积极推

进地方文化精神的永续传承$另一方面积极促进幼儿精神世界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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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是某一地区人们在长期共同劳动'生

活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民间性文化$主要包

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往往以具体的形

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理解$主要

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周围环境及衣食住行中!精神文

化是在物质文化生产基础上所产生的生活习俗'价

值观念及文化信仰等$是各种民间意识形态的总和&

幼儿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我国学前教育的核

心话题&一所幼儿园要从教育角度传递与创新地方

文化$需要立足所在地域背景$让幼儿在游戏中深切

感受地方文化的魅力&其中$精心设计与实施区域

游戏活动是幼儿园教育有机融合地方文化的一个较

好切入点&

一"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的教

育价值

$一%奠定幼儿精神成长的本土根基

幼儿教育必须关注幼儿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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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关注幼儿所生活的真实环境'关注幼儿活生生的

生活经验'关注幼儿精神世界的健康成长&为此$在

具体实践过程中$始终需要正确处理现代化与传统

性'国际化与本土化这两对基本矛盾&实际上$任何

幼儿自从出生之时就生活在一定的地方文化环境之

中$而地方文化环境通常以隐性课程的方式影响着

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很多研究表明$区域游戏能够

有效支持幼儿自主性和个性化发展$也是深受幼儿

喜欢的教育活动方式&幼儿园自觉将地方文化融入

幼儿区域游戏$有利于搭建起地方文化与幼儿之间

双向互动的良好桥梁$进而奠定幼儿们精神成长的

本土根基)

#

*

&

$二%拓展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本土资源

幼儿园课程的资源丰富多样$每个幼儿园都处

在特定自然'社会及文化之中$都有自己优势资源$

这些往往是幼儿感兴趣的'最能引发幼儿主动学习

的资源&地方文化就是本地幼儿园的优势资源&由

于地方文化本身携带优秀因子$因此$将地方文化融

入幼儿园区域活动是一个文化适宜性选择过程$即

人类必须从自己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挑选出最优秀

的部分$同时也是与个体早期接受能力相一致的部

分构成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就是幼儿园课程)

!

*

&

$三%积极传承民族文化的本土载体

优秀民族文化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内容$幼儿

园课程应具有传递优秀民族文化的功能)

%

*

&地方文

化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幼儿园对优秀地方

文化的传承就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将地方文

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活动$有利于幼儿在现实日常生

活情境中感知内化与默会认同地方文化$在今后逐

步成长为鲜明地方风格的民族新人&

二"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的主

要目标

$一%通过区域游戏展现地方特色文化之美

#@

让幼儿充分体验地方饮食文化之美

食物是幼儿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幼儿园区域

游戏融合地方特色饮食文化的重点在于$让幼儿在

操作与尝试制作地方特色饮食中感知食物的形成过

程$特别是其被赋予的文化寓意&例如$王村食醋'

道口咸菜和金丝鸭蛋是淄博有名特产$也是幼儿每

天饭桌上接触的食物&本地幼儿园可以将这些日常

食物投放到区域游戏活动中$引导幼儿积极探索和

深度学习&例如$让幼儿用王村食醋来腌制道口咸

菜和金丝鸭蛋$让他们在好奇与惊讶中发现自己也

可以+创造,美食$从而直接激发幼儿们的地方文化

自信&

!@

让幼儿充分体验地方建筑文化之美

我国不同地域的建筑具有不同的构造风格$集

中代表着各个地域的风土人情&本地幼儿园区域游

戏活动融合地方特色$建筑文化的重点在于让幼儿

了解当地历史名胜古迹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古今居

民建筑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变迁&例如$蒲松龄故居

是淄博有名的历史文化建筑$幼儿园可以引导幼儿

参观蒲松龄故居之后$特别在讲述聊斋故事的基础

上$让幼儿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尝试把+蒲松龄

故居,在幼儿园内仿建起来&

%@

让幼儿充分体验地方艺术文化之美

民间美术中的色彩之美'民间音乐中的节奏之

美'民间文学中的意寓之美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特定

地域民间精神生活风貌&幼儿园区域游戏融合地方

特色艺术文化的重点在于让幼儿充分感受与表达地

方特色艺术之美$特别是深切体会艺术之美来源于

生活而又服务于生活的文化内涵&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很多民间艺术代表了成人的生活和成人的审美

取向$体现了成人的思维和成人的情趣$将民间艺术

融入幼儿园课程必须结合幼儿的学习方式$对民间

艺术进行必要的再组织成为与幼儿生活经验相联系

的动手'动身'动脑的游戏&例如$陶瓷和琉璃是淄

博有名的历史文化工艺品$幼儿园可以引导幼儿在

参观陶瓷的传统制作工艺之后$特别是提供相关操

作材料和讲解简化工艺流程的基础上$让幼儿亲自

动手制作陶胎"条件允许的幼儿园$还可以购置小型

烧陶设备#$逐步开发出系列陶艺课程&

$二%通过区域游戏展现地方传统游戏的精神文

化风格

#@

充分发挥地方传统游戏的原生态教育价值

地方传统游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劳动人民

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加工'创造的一种消遣方式$其

根植于民间生活$弥漫着生活气息和地方文化特征$

其易学'易会'具有趣味性的特点为儿童所喜爱)

C

*

&

它活生生以感性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与儿童的现

实生存状态紧密相连$与儿童的生活实际十分贴近$

更加接近于儿童的自然生活状态$地方传统游戏承

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思念和童年回忆$也是幼

儿长大之后社会生活的精神根基$因而有着非常重

要的教育价值$特别是原生态教育价值)

&

*

&

!@

充分弘扬地方传统游戏的历史文化精神

幼儿园区域游戏活动融合地方文化的直接路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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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筛选和挖掘地方传统游戏$重点是弘扬其历史文

化精神)

B

*

&幼儿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努力平衡

地方传统游戏的本体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关系&

幼儿园应优先尊重地方传统游戏的本体性价值$以

幼儿的现代生活为背景筛选游戏内容$以幼儿兴趣

为出发点创编游戏规则$结合社会科技发展对游戏

材料创新优化$着力彰显地方游戏的趣味及魅力$支

持并满足幼儿对游戏精神的需求$以幼儿游戏性体

验及对地方文化感受和表现为重点&同时$在此基

础上$适当发挥地方传统游戏的工具性价值$有力支

持幼儿身体'认知'社会交往等方面发展$增强幼儿

对当地优秀文化的认识与接纳$激发幼儿的自豪感

和自信心$提升其文化自觉意识能力)

I

*

&

三"地方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的实

践路径与典型案例

$一%设计与实施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角色

游戏"建构游戏和表演游戏

维果茨基指出$角色游戏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要将其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审视$否则

就不能全面认识游戏的价值&例如$+重商文化,是

淄博市延续至今的典型地方文化特色$本地幼儿园

可以考虑创设地方特产买卖的社会场景$支持幼儿

开展社会职业角色游戏&

建构游戏是培养未来工程师的游戏$对幼儿动

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例

如$淄博市的周村古街是石板铺就的古街$青砖古瓦

建的店铺陈列有淄博有名的小吃'特产及艺术品&

本地幼儿园可以结合幼儿家乡古今建筑特点和变化

指导幼儿开展建构游戏$逐步推动幼儿建构水平

发展&

表演游戏是充分体现幼儿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

种游戏形式&例如$淄博市的五音戏'孟姜女传说'

聊斋俚曲等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磁村花

鼓'周村芯子'炉神姑的传说等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本地幼儿园可以此作为表演游戏的文化资

源并进行相应的改造设计&

$二%淄博市地方特色文化融入幼儿园区域游戏

典型案例

#@

区域游戏地域化&周村古街集市

活动背景!"

#

#教育资源%周村古大街融合了淄

博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饮食'地方特色建筑和民

间艺术等地域历史文化$是淄博原生态重商文化的

典型代表&"

!

#教育契机%幼儿在谈话'泥塑及绘画

活动中曾对+早餐烧饼,和+周村烧饼,进行过讨论比

较$这证明幼儿对地方特色文化具有了基于生活基

础的感性认识&"

%

#经验积累%调动家长资源$发挥

社区力量$让幼儿利用周末时间畅游周村古街并适

当消费品尝典型美食$收集周村古街中的幼儿感兴

趣的工艺品$并引导幼儿用绘画'数字'图形等各种

表征符号再现对周村古街的印象和理解&

设计思路!见图
#

&

图
#

!

)周村古街集市*区域游戏活动设计思路

!!

设计方案!

"

#

#活动设计理念%地方文化对幼儿的影响如同

空气之于生物一样$看似空无其实深入血液骨髓&

教育要关照幼儿的生活就要关注幼儿所生活的地域

文化&用儿童的视角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捕捉幼儿

对地方文化的关注点和经验的生长点$了解幼儿对

地方传统文化的探索愿望$促进其对地方文化的感

受$积极为幼儿提供可探究'可操作的游戏情景&

"

!

#活动经验%感知淄博地方饮食'建筑及民间

艺术文化$实现地方文化认同&

"

%

#环境创设%在幼儿园公共活动区域仿建古香

古色的周村古街集市$主要创设+周村烧饼坊,'+淄

博美味小吃店,'+淄博特产超市,'+淄博工艺小店,

等角色游戏区域!在幼儿园班级创设建构游戏区域

与表演游戏区域&

"

C

#活动组织%

角色游戏!在+周村烧饼坊,投放真面'真芝麻和

真烤炉等制作材料$分组安排幼儿在游戏区中着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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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衣装进行揉面'分面团'擀面团'着芝麻$然后交给

教师放入烤炉进行烘烤$最后$由幼儿将烤好的烧饼

进行包装并在+淄博特产超市,销售&在+美味小吃

店,投放美食煮锅'豆腐箱'酥锅等半成品生产材料$

分组安排并指导幼儿进一步加工出成品美食!在+淄

博工艺小店,投放半成品儿童旗袍'唐装'半成品油

纸伞'周村丝巾等材料$安排并指导幼儿加工销售$

在以上活动基础上$进一步分组安排幼儿或扮演成

商铺+老板,进行售卖吆喝与打折促销$或扮演成+顾

客,讨价还价和付款消费$或扮演成+行人,自由穿行

与随机询价$实现区域之间的联动$生发新的游戏

情景&

建构游戏!在建构区投放周村古大街代表性建

筑的欣赏性图片'建构技能示范性图片及搭建作品

展示性图片&在+积塑建构游戏,中投放大小不同的

积塑$安排幼儿游戏$重点引导幼儿对周村古街造型

设计的感知和创造!在+积木建构游戏,中投放不同

颜色'不同形状的积木$组织幼儿游戏$重点引导幼

儿对周村古街墙体造型规律及墙饰的感知和创造!

在+拼图游戏,中投放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硬纸壳'

中间对切的若干一次性纸杯$重点引导幼儿对周村

古街建筑的整体构造和创意表现&

美术游戏!在+泥塑游戏,中投放陶泥'彩泥'牛

皮纸等$组织幼儿建构周村古街的建筑物和捏制各

种民间工艺品!在+创意美术,游戏中投放各种绘画

材料$围绕周村古街集市在玻璃上进行玻璃涂鸦'纸

板涂鸦$再现对周村古街的创意理解!在+剪纸,游戏

中投放剪纸材料$组织幼儿围绕周村古街的建筑'物

品'人物等进行创意剪纸并将作品与创意美术作品

融合呈现&

表演游戏!表演游戏区投放幼儿在社会实践活

动中收集的适用于游戏的周村丝巾'粗布'儿童旗

袍'串珠'玻璃球'油纸伞等民间工艺品!收集并投放

淄博当地的民间音乐器具$如磁村花鼓'博山八角鼓

等$引导幼儿开展基于周村古街民间活动的表演游

戏"如$旗袍走秀表演游戏#和基于地方民间故事的

戏剧表演"如$颜文姜'会说鸟语的公冶长等民间故

事#

!@

地方传统游戏&日常开展与节日活化

活动背景!"

#

#游戏资源%淄博地区广泛流传蹴

鞠'打
!

'拾石子'跳房子'丢手绢'踢毽子'斗拐'甩

响炮'叠片'弹弹珠等传统游戏$其中$蹴鞠竞技游戏

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梳理筛选的基础

上将其划分为运动类游戏"如$蹴鞠'打
!

'斗拐'抓

子儿$掷钱$弹弓$抽陀螺#'语言游戏"如$绕口令'猜

谜语'顶针续麻'拍七#'智力游戏"如$棋类游戏'扑

克牌游戏#及操作类游戏"如$找东南西北'翻布袋'

玩冰棍棒'弹弹珠'扑克牌'叠片#"

!

#游戏支持%对部

分游戏材料及玩法进行幼儿适宜性改造$例如$打
!

游戏原来的材料沉重$采用纸团和木板来代替$游戏

难度降低$对游戏的玩法和规则适宜改造和创编&

设计思路!见图
!

&

图
!

!

地方传统游戏日常开展与节日活化活动设计思路

设计方案!

"

#

#活动设计理念%地方传统游戏作为地方文化

的一种载体$它更加接近于儿童的自然生活状态&

对地方传统游戏的融合应是以现代幼儿的生活经验

和生活环境为筛选背景$以幼儿对地方传统游戏的

体验和表现为重点$淡化传统游戏的工具性价值$实

现传统游戏的自然回归&

"

!

#活动经验%体验地方传统游戏带来的乐趣$

感受地方文化的历史性和丰富性&

"

%

#环境创设%分别规划设置户外传统游戏运动

区'室内走廊及公共游戏区和室内传统游戏区等三

类区域游戏区并投放相应游戏材料&户外传统游戏

运动区主要投放运动类的传统游戏材料$如$跳绳'

高跷'陀螺'铁环'竹梯等幼儿可以用双手操纵移动

性运动材料$它能发展幼儿某项运动能力$同时$可

以投放易组合变化的非结构性材料$如$轮胎'球等

引发幼儿对传统运动游戏的改编和创新!室内走廊

及公共游戏区$主要投放走跳类游戏材料$如$走廊

画置迷宫'青蛙荷叶跳'跳房子的地图$楼梯设置滑

道等!室内传统游戏区主要投放与传统游戏相关的

智力游戏和操作类游戏材料$如$毛线绳"翻布袋

用#'冰棍棒'弹珠'五子棋'石子等&

"

C

#日常开展%在户外传统游戏运动区安排幼儿

开展跳房子'沙包'高跷'跳皮筋'打
!

'走迷宫'甩响

炮等运动类游戏!在室内走廊及公共游戏区安排幼

儿开展跳房子'走迷宫和青蛙跳荷叶等走跳游戏!在

室内传统游戏区安排幼儿开展找东南西北'翻布袋'

玩冰棍棒'弹弹珠'扑克牌'叠片等操作类游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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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案例'

活动名称&盲人击鼓 "适用于中大班幼儿#

游戏目标&

#@

体验游戏的乐趣!促进感知觉的发展*

!@

能大胆参与活动!增强自信心*

材料准备&大鼓+鼓槌+眼罩*

玩法介绍&

#@

幼儿戴眼罩!起始点准备*

!@

原地转两圈后!摸索上前击鼓*

%@

击中者为胜!不中者为输*

"

&

#节日活化%围绕中国特有的重大节日$如$春

节'元宵节'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等$组织幼儿开

展富有地域特色的各类游戏活动&首先$围绕地域

特色节日开展手工制作游戏$例如$淄博端午节有给

小孩做+五色丝线,和+荷包,以驱邪的习俗$我们将

红'绿'黄'白'黑色五彩丝线及艾叶投放到室内游戏

区$引导幼儿给+娃娃,制作五彩绳索和荷包!其次$

围绕地域特色节日开展表演游戏$从儿童视角筛选

和改编游戏材料$积极引导幼儿参与各类节日表演

游戏&

&游戏案例'

活动名称&舞龙 "适用于中大班幼儿#

游戏目标&

#@

发展上肢力量和协调平衡能力*

!@

学习团结合作+互相帮助的团队精神*

%@

体验合作舞龙的乐趣!激发对民间舞龙的喜

爱之情*

材料准备&用大矿泉水瓶串连做成的$龙%)录音

机!音乐磁带'金蛇狂舞(等*

玩法介绍&游戏中各选一名幼儿当$龙头%与$龙

尾%!数名幼儿当$龙身%!当$龙身%的幼儿一个接着

一个拉住前一位幼儿的后衣摆接在$龙头%后面!听

音乐$龙头%带着$龙身%和$龙尾%左右移动+盘旋!注

意$龙身%不要脱节*

总之$将地方文化与幼儿区域游戏相结合就是

要求教育者不断审视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元素$以儿

童的视角选取地方文化$以幼儿现实生活为背景$以

幼儿生活经验的丰富和发展为脉络$捕捉幼儿传统

文化经验的生长点$注重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对地方

文化的亲近'感知'操作和体验$确保地方文化融入

区域游戏是+活,教育$是原生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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