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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建设幼儿园课程时，整合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和幼儿的生活经验是一种有效策略。文章以人

类学为视角，通过追溯河东盐文化历史发展，挖掘河东盐文化对幼儿的教育价值，以盐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科学依据，尝试建构

了以“盐用文化”为脉络的幼儿盐文化图式。认为提升教师河东盐文化自觉、研发河东盐文化园本课程、创建儿童河东盐文化博

物馆以及开展河东研学旅行等工作，可以促进幼儿积累盐文化经验、自我建构盐文化图式。幼儿园课程开发应该遵循河东盐文

化的选择、重组、改造和传递的路径，才能形成一套回应幼儿盐文化图式需求、适宜幼儿学习和发展的园本课程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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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th of Native Culture Resources in Kindergar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 Taking Hedong Salt Cultur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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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integrate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 and children’s life experience when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to construct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By starting from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investigating important educa⁃
tional value of Hedong salt culture for children，trac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edong salt culture，and taking scientific basis of ac⁃
ademic discourse system of salt culture，this pape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schema of children’s salt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Salt Appli⁃
cation Cul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enhancing teachers’consciousness of Hedong salt culture，developing Hedong Salt Culture kinder⁃
garten curriculum，building children’s Hedong Salt Culture Museum，and carrying out study tours of Hedong salt culture can promote
children to accumulate salt culture experience and construct salt culture schema by themselves.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hould follow the path of selection，reorganization，trans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Hedong salt culture in order to form a kindergar⁃
ten-based curriculum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hildren’s salt culture schema and suitable fo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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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认为，儿童是文化的构建，儿童

习得文化、参与社会实践的方式以及儿童的日

常生活形态也会因社会文化的异质性而有所

差异［1］。不了解该社会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理

解这一社会中的儿童；不了解儿童的生活本

真，就很难实现儿童自主发展的理想。人类学

研究既关注具有独特经验的儿童个体，更聚焦

带有共同社会文化的儿童群体，籍此审视近年

来幼儿园园本课程中的“文化取向”，或许会发

现很多有意义的现象和经验。学前教育十年

改革以来，随着一些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和落

实，幼儿园将“帮助幼儿自己获得经验”作为园

本课程与游戏建设的基本原则，大力挖掘幼儿

生活中的可利用资源，其中传统文化资源是最

受青睐的一枝，如，河东盐文化作为幼儿园的

课程研发资源就逐渐被三晋幼教所关注。运

城市盐湖区的盐文化、稷山县的后稷文化、平

陆县的版筑文化、闻喜县的花馍文化等在幼儿

园园本课程开发中被广而用之，但成功的教育

实践案例却很少，有的浅尝即止，有的南辕北

辙，有的文不对题，使得河东文化与幼儿园教

育资源的融合流于形式，很难达到传统文化育

人的功效。此例不孤，许多幼儿园课程开发者

都有困惑：如何系统解构这些课程工作和价值

呢？本研究拟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择以河东盐

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的应然历程，探寻传统文

化资源在幼儿学习和发展中的教育价值及实

践路径。

一、河东盐文化的历史渊源

中华大地曾流传这样一句俗语：“一千年文

化看北京，三千年文化看西安，五千年文化看运

城。”运城市史称“盐运专城”，从仰韶文化开始，

人类的目光就渐渐聚焦环盐湖地区。黄帝战胜

蚩尤后，国都迁移至此奠定华夏基业，其后历代

均在盐池周围建都。春秋时期运城初被称为“盐

邑”，战国时改称“盐氏”，汉代被命名“司盐城”与

“盐监城”，宋元期及明代则分别被命名为“凤凰

城”和“运司城”，可以说运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

盐运史，其中盐文化在华夏文明的勃兴中不断传

承，教化后人。

河东盐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现代化运城城

市发展也与盐池相映生辉。运城市区南有盐

湖，又名解池，方圆百里，风光旖旎，位于滔滔

黄河之滨，巍巍中条北麓。它底蕴雄厚，资源

丰饶，有取用不竭之宝藏，不仅以生产“潞盐”

闻名遐迩，其天然动植物及矿产资源也蜚声中

外。如，盐池中特有的一种漂浮生物——卤水

虫，即丰年虾，它富含高蛋白等营养成分，可做

水产养殖的上佳饲料；盐池中有世界上所有天

然物中 β胡萝卜素含量最高的生物——杜氏盐

藻，它抗衰老性、高抗盐性、高保湿性和高营养

性的特征，使其成为高档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原

料；盐池中的硫酸钠、硫酸镁和氯化钠等主要

矿物以及伴生而存的硼、溴、锶、碘等微量元

素，已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除此以外，盐

池还被称之为有魔力的圣湖，因其拥有丰富的

有益人体的矿物质元素，浮力较强而被赋予

“中国死海”之美名；再如每逢夏季高温，盐池

中的藻类遇高温蒸发，盐湖浓度增高，因湖面

呈现“七彩盐湖”的独特风景而闻名遐迩。

“运城文明在一包盐中”。聚焦河东大地，已

然凝炼形成了一系列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河东

盐文化，并千百年来被沿袭传承和沉淀成为丰厚

的文化财富与文明珍宝。河东盐文化历史发展

对当地人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民俗风情以

及生活方式等都有重要影响。

二、幼儿河东盐文化图式建构

人类学家强调儿童是研究的参与者。迪

帕·库玛·比赫拉指出，应“鼓励那些把儿童本身

作为主动参与者的研究，而不是像过去常常出

现的那样，仅仅把他们视为研究的对象。”［2］开发

幼儿园教育资源，必须以幼儿为本，创设适宜情

境，引导幼儿饶有兴趣地思考与探究，鼓励他们

以自己的方式衍生问题，以不断建构幼儿自己

的盐文化图式。

幼儿河东盐文化图式为何？需要追本溯源

盐文化的源头，并绘制出人类“盐文化之文化基

因”图谱。如果说生命之源为水，则文明之源为

盐，人类发展、社会繁荣均与盐文化有不可分割

性。中国绵延5000年的盐文化始于凤沙氏开海

取盐，逐步发展为现代的盐工文化、盐商文化、

盐政文化，它们是经盐工之宗凤沙、盐商之宗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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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和盐官之宗管仲等三大主脉及其衍续渐趋形

成的。每个主脉还可解析为若干支脉，如，以盐

源为类的海盐文化、井盐文化、池盐文化所构成

的盐工文化；以盐购文化、盐运文化、盐销文化

命名盐商文化；以盐官文化、盐税文化、盐制文

化建构成的盐政文化［3］。再根据天然盐池的形

成，还可将盐类分成池盐、海盐、井盐和岩盐，其

中尤属池盐与海盐历史悠久，河东盐池便是天

然盐池的典范。

显然，以上关于盐文化的学术分析是学术

化、成人化的，对幼儿的认知水平来说是纷繁复

杂、晦涩难懂的，因为其内容完全脱离了幼儿的

生活，是成人世界中盐文化发展规律的抽象概

括。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图式即主体

头脑中原有的认知结构［4］，是人类认识事物的起

点［5］5。按照皮亚杰的观点，认识的发生发展是主

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图式的形成与变化是认知

发展的实质。换言之，即幼儿关于某一事物的认

知结构，需要借助已有认知图式同化新的刺激，

并经思维加工、改组、转换、比较、分析、综合，进

而产生相应的知识［6］。因此，之于成人，幼儿关于

盐文化图式不可脱离其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有

其特殊性。

盐文化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可及，在幼儿眼

中，购物时看到的白色晶体是他自己对“盐文化”

的认知；吃饭时，感受到的盐味才是他自己对“盐

文化”的品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文化才是幼

儿最亲切、最真实的感知和体悟。纵观我国历

史，5000年前的黄帝和蚩尤大战就是为“盐”而

战，在河东大地留下了许多遗迹，此后的历朝历

代为争“盐”利时有战争。因此，对于生活于斯的

幼儿来说，丰富的盐文化资源为幼儿对盐文化的

认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除了水天淼淼、横

卧中条山下的百里盐池外，围绕盐池还有池神

庙、禁墙、运学、姚暹渠、盐马故道以及常年不断

的南来熏风，这些都是河东幼儿随时随处可以直

观感知的盐文化现象。如果此时或成人适时引

领、或创设问题情境、或讲述有关盐的故事，则实

现了盐文化精神层面的传承，也可适时走出幼儿

园，前往盐池领略不同季节的盐湖风光，深入博

物馆了解河东盐文化的悠久历史，搜集有关河东

盐文化的故事歌谣，参观采盐、制盐加工厂，感知

盐雕盐品加工过程，体验盐浴、漂浮等别样康养

生活，以上幼儿对盐文化以及河东盐文化的自我

认知与建构方可称为“盐用文化”。可见，幼儿的

盐用文化是与幼儿生活最亲密最真实的盐文化，

是幼儿学习感受盐文化的基本起点。基于此，幼

儿园开发具有河东特色的盐文化教育资源，应充

分融合盐工文化、盐商文化、盐政文化和盐用文

化，同时，要充分借助与挖掘河东盐文化的丰富

资源，帮助与引领幼儿建构他们眼中的“盐文化

图式”。

简言之，幼儿盐用文化是幼儿“盐文化图式”

的基本脉络，是成人盐文化产生的沃土。幼儿园

课程与游戏作为盐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需要

将盐文化回归生活，回归经验，还原于幼儿，即教

师要不断创造性地整合幼儿生活中关于盐的碎

片经验，让幼儿深切感受博大精深的盐文化，在

盐文化的无形浸润中逐渐形成与完善其盐用文

化图式。正如杜威所言：“成人心目中系统的和

精确的经验对我们具有的价值，在于按照儿童生

活直接表现的状态来解释它，而且还继续对他进

行引导和指导。”［7］82

三、河东盐文化对幼儿的教育价值

俗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人类学

已有研究表明，特定地域文化会塑造特定人们

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人类学家米德在对马努斯

儿童和男女性别角色的研究中发现，地域文化

显著影响儿童的成长，并且他通过整合分析中

国、意大利等文化下国民价值规范，证实了早期

家庭环境在儿童个性取向形成中的作用极其重

要。不言而喻，盐文化作为河东文化的重要成

分，它独特的历史性、地域性与文化性对促进幼

儿的文化认同、审美体验、科学探索欲、健康生

活观与良好人格塑造等都具有不可言喻的教育

价值。

河东盐的商业文化与民俗文化塑造了河东

人的地域文化性格，如，水天一色的盐池自然风

光、耳濡目染的河东盐神话传说、独特创新的垦

畦浇晒法等河东盐文化，以它特殊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孕育着河东独有的盐文化，影响着河东

人的文化认同。幼年期是文化认同的启蒙阶

段［8］，是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有学者在《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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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简称《指南》）解读要点时

指出：幼儿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幼儿逐

步形成对其所在群体及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9］89-93。文化认同是幼儿河东盐文化图式形成

的前提，从小浸润于历史积淀的河东盐文化中，

幼儿通过顺应与同化的两种学习自觉，从日常的

盐用文化图式开始，逐步迭代到河东盐文化的认

知图式，潜移默化之中形成 了对河东盐文化认

同与濡化。

《指南》中明确指出，充分创造条件和机会，

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

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引导幼儿学

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

和创造美。独具特色的盐湖美景和深厚底蕴的

河东盐文化，为幼儿的审美素养提升创造了感受

美、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艺术氛围。如，池盐的优

美传说能让幼儿感受到了河东人格的质朴之美；

天然雕饰的“七彩盐湖”能让幼儿目睹河东池盐

的禀赋之美；奇妙无比的“死海漂浮”能让幼儿体

验河东盐的化学之美；独具特色的生物矿物能让

幼儿见识生态之美；科学开发的百里盐滩能让幼

儿见证时代造就之美；脍炙人口的《南风歌》能让

幼儿领略艺术之美。

此外，盐在烹饪食用时可以树立幼儿正确的

健康生活观，盐在日常生活的妙用可以提高幼儿

的自主动手能力，河东池盐的化工妙用可以激发

幼儿浓厚的探索欲等。

四、幼儿园河东盐文化教育资源开发路径

教育人类学认为，教育具有文化的多重功

能。教育是对文化的选择、重组、改造、传递和

传播［10］。自 20 世纪 90 年代，幼儿园课程内容

逐渐由“教材”观转变为“教育资源”观，《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简称《纲要》）也明确指出：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教师“应充分利用

自然环境和社区环境，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

空间。”考虑河东盐文化的本土性和地域性，文

章中教育资源即泛指一切能够支持和促进幼

儿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等［11］，以突破课堂的时空边界，有利于拓展教

育资源场域，使河东文化从课堂活动延伸到幼

儿的日常生活。

（一）提升幼儿教师河东盐文化自觉

幼儿教师作为文化传承的理解者和传承者，

有利于教师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有利于

幼儿文化身份认同与精神给养；有利于中华优秀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

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

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要认识自己的文

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这种“自知之

明”本质上意指个人对所处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

的充分认知，也能加强其文化转型中的自主能

力，以获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支柱

地位。《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指南》

明确提出：“幼儿教师要有文化自信，更要有具备

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课程资源以及设计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活动的能力。”

盐文化是河东大地一张充满底蕴的文化名

片，它地理位置的独特、自然禀赋的优美、历史底

蕴的丰厚、人文情怀的质朴和生态资源的奇妙，

无不焕发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教育价值。目

前，由于幼儿教师对盐文化的兴趣爱好、内涵理

解、知识素养等文化自觉较为缺乏，从根本上制

约着盐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唤醒幼儿教师河

东盐文化自觉，必须立足河东盐文化，涵养盐文

化教育意识，了解盐文化历史，走访盐文化古迹，

研读盐文化著作，实现盐文化认知。同时，幼儿

教师河东盐文化自觉也体现在能深刻地理解幼

儿的盐文化图式，系统分析幼儿盐文化学习需

求，因时制宜，因人而异，汇聚盐文化的本源精

髓，创设盐文化课程与游戏，挖掘河东本土盐文

化教育资源，实现河东盐文化对幼儿精神的动力

给养。幼儿园管理者也应多方开展河东盐文化

专项培训，建立河东盐文化教师教研共同体，定

期参观盐文化博物馆，组织盐文化教学研讨，搭

建河东盐文化课程研发平台，从而提高教师盐文

化的教育实践能力，激发教师传承河东盐文化的

热情，提升教师坚守本土优秀文化的敬畏之心和

自信精神。此外，应加强职前幼儿教师文化启蒙

的能力提升，增加相应的传统文化课程，树立传

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意识。

（二）研发河东盐文化园本课程体系

由于我国地广物博，不同的自然资源和风

土民情塑造了特色各异的传统文化，以往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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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课程很难关注各地文化差异，而且幼儿园

教师作为课程实施者处于课程研发的边缘，很

难保证课程高质量的实施。因此，园本课程的

开发成为新一轮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新取向，也

成为各个地域文化发扬与传承的新载体。《纲

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园应“从本地、本园的条件

出发，结合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

的工作计划并灵活地执行”，并且“充分利用自

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

习的空间”。新时代国家不仅从政策法规层面

保障了园本课程的研发，而且为园本课程的建

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园本课程应既能充

分体现“课程创设环境、环境生成课程”的新理

念、新取向，最大限度回应幼儿的兴趣和需要，

更能促进各种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又能彰显

了幼儿园本土课程特色［12］287-288。

园本课程研发是幼儿园河东盐文化教育资

源挖掘的重要途径，旨在引领幼儿建构适宜他

们的“盐文化图式”，并重在培养幼儿深入体验

盐用文化传承的美好情感。河东盐文化得天独

特，底蕴浓厚，资源丰富，包罗万象，融合了天然

去雕饰的生态之美和延绵传承的文化之韵，是

本地幼儿园园本课程的珍宝资源。从各领域课

程开发的角度而言，健康领域可鼓励幼儿探寻

盐的由来，食盐对人体健康的利与弊；语言领域

可指导幼儿搜集河东盐文化相关的神话故事、

民间童谣、传奇人物和文学作品；社会领域可鼓

励幼儿体验盐文化发展历程中业盐者的人生态

度、价值观念、创造精神和自强进取的积极蕴

含；科学领域可引领幼儿探寻河东盐池的盐品

生产、化工制作、死海奇迹和生物奥妙等独特魅

力；艺术领域可带领幼儿欣赏百里盐池的旖旎

风光，提升幼儿的审美体验，引领幼儿聚焦盐池

的审美理解和重构盐池的艺术形象。从课程形

式而言，首先，创设相应的多元化问题情境，引

发幼儿好奇心和探知欲，如“盐池是怎样形成

的？”“古代人们是如何产盐的？”“关于盐有哪些

美丽的传说故事？”“人在盐池中漂浮为什么不

下沉？”“夏天高温下，盐池为什么会变得五颜六

色？”等问题，紧接着开展多形式的活动探究，

如，用主题活动开展河东盐文化精神传承教育；

用区域活动模拟运盐、产盐和购销；用儿童戏剧

演绎有关盐的童话、神话或传说；用科学小实验

探索盐的化学特性与“死海”奥秘；用实地考察

欣赏“五彩”盐池的生态美；用家园合作搜集盐

对人身体的利与弊；用小记者活动访谈河东盐

文化专家；用手工制作学习体验盐雕和盐画传

统技艺；用环境创设梳理河东盐文化发展历史，

用模拟游戏展现“五步产盐”过程等。从课程目

标评价机制而言，依据各年龄阶段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和认知特点，遵循《幼儿园工作规程》和

《指南》等政策纲领建构河东盐文化本土课程目

标和评价机制，形成一套回应幼儿盐文化图式

需求、适宜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河东盐文化教育

体系。

（三）开展河东盐文化儿童博物馆教育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强调：

“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

学校应“广泛利用校外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

馆、科技馆、工厂、农村、部队和科研院所等各

种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博物馆等

社会资源逐渐成为教育的辅助场所，古往今

来，博物馆是地域文化与文明的缩影，更被视

为知识的宝库，艺术的殿堂，教育的圣地，其教

育价值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博物馆

者，非古董者之墓地，乃活思想之育种场，启蒙

民众之重要机构。”［13］儿童博物馆起源于美国，

美国博物馆协会认为儿童博物馆是一个以服

务儿童需求与兴趣为使命的教育机构。博物

馆是人类文明精华的储藏室，它氛围高雅、典

藏丰富、展览精彩、讲解专业，而且互动参与性

很强，是儿童成长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

皮亚杰强调儿童在知识建构过程中与环境

互动所获得的直接经验十分重要，幼儿需要在

“做中学”实现互动与经验积累，从而自主建构认

知图式。河东盐文化亘古通今、博大精深，在教

育资源开发过程中，仅凭借幼儿教师一己之力、

幼儿园一席之地很难系统化建构河东盐文化知

识的脉络与精髓，因此，需要借助博物馆丰富的

盐文化资源，开展河东盐文化博物馆教育可采用

“走出去”和“引进来”两种途径进行：第一，“走出

去”意指驻足本土，带领幼儿进入运城市博物馆，

聘请专业讲解员，直观形象、深入浅出帮助幼儿

了解河东盐文化馆藏资源，鼓励幼儿参与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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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产盐法”，实现幼儿的“六大解放”，运城市

博物馆盐文化的陈列犹如河东盐文化的月光宝

盒，是幼儿天然的学习空间；第二，“引进来”则指

在幼儿园建立河东盐文化微型博物馆，引入博物

馆元素，融科学、文化和艺术于一体，如，利用图

画、实物、标本和模型等辅助展品组成的展览为

幼儿创造直观感性的认知经验，依凭动画或绘本

等影像文本为幼儿再现河东盐池的发展变迁与

风情民俗，寓教于乐，创设盐产、盐运和盐销模拟

场景让幼儿亲自体验感受古代盐者的商业文化，

增添科学实验小仪器让幼儿亲自动手体会实验

的乐趣。

（四）开发河东盐文化研学之旅

近年来，蔚然成风的研学旅行在我国正备受

关注。2013年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

2020）》初步提出了“逐步推行中小学研学旅行”

的设想；2014年的《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

若干意见》首次明晰“研学旅行”要纳入中小学生

日常教育范畴，并鼓励支持各地依托自然和文化

遗产建设研学旅行基地。研学旅行鼓励幼儿从

书斋走向田野，真正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教育理念与人文情怀。从儿童人类学视角

而言，人类学家也认为：“人类的学习不仅是个体

社会性意义建构的心理过程，更是实践性的、融

入社群的参与过程”［14］。因此，研学旅行应基于

儿童立场，遵循幼儿的自然天性、尊重幼儿的自

主实践，帮助幼儿在真实世界中认知、体验、思索

和感悟，真正回归生命教育的本真。

河东盐文化的研学旅行即为“盐”学旅行。

河东盐池自然景观是幼儿盐学之旅行走的第一

课堂，作为“盐运之城”，河东百里盐池浑然天成，

可谓天然瑰宝。登上优雅庄重的盐池园，瞭望错

落有致的梯田盐池，让幼儿感受盐池之壮观；漫

步盐池大道，被马路两边的盐池环抱，让幼儿享

受盐池的温暖；顿足盐池景观吟诵朗朗上口的

《南风歌》，让幼儿体悟国学的韵律；夏天感受叹

为观止的七彩盐湖景象，冬季欣赏野生火烈鸟与

自然的和谐图景。人文庙宇是幼儿盐学之旅的

必经之地，屹立在盐池之北的池神庙汇集历代建

筑之精华，坐北向南，面朝盐池，错落有致，庄严

肃穆，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以盐闻名的庙宇。带领

幼儿徜徉在历史文化厚重的池神庙，历代碑帖生

动描述着河东盐文化漫长的历史故事，精致壮观

的古建筑群展示着古代河东劳动人民对盐的敬

畏。借助本地独有的企业优势开辟盐学基地，

如，南风化工集团打造的中国死海基地，它融合

人文、生态、绿色和养生为一体，是对河东盐文化

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其死海漂浮、黑泥养生和盐

雾清肺等生态养生，“五部产盐法”教育示范区，

日常洗涤用品的生产线等都可以称为幼儿盐学

旅行的重要成分。创设专门化盐学旅行基地，

如，运城市政府2020年重点打造了以盐文化、农

耕文化为主题的盐学之旅，组织青少年身着宋

服，在“岚山根·运城印象”的言盐学堂，通过专家

课堂精彩讲解，课下亲自体验，再现了“五部产盐

法”传统工艺。幼儿是天生的发现者和探究者，

研学旅行可以促使学习与真实场景的深度连

接［15］。但考虑幼儿年龄特征和安全管理，幼儿园

盐学之旅应基于幼儿立场，遵循安全性、适宜性、

趣味性、参与性、本地性等开发原则，力争获得政

府、社区和家长的多方支持，使得盐学旅行学有

所获，行有所值。

五、结语

陈鹤琴老先生的“活教育理论”提出，“活教

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

人”。河东盐文化历史积淀深厚，蕴藏浩瀚如海，

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根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

价值。在开发河东盐文化幼儿教育课程资源时，

我们应尊重河东盐文化的发展渊源和教育优势，

帮助幼儿建构适宜盐用文化图式，顺应新时代幼

儿教育需求，创设具有河东盐文化本土特色的园

本课程，研发一套适宜的河东盐文化教育资源，

使优秀的河东盐文化系统地、有效地融入幼儿的

血脉，促进幼儿成长为具有盐文化特质的现代中

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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