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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取向决定了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性质、特征和内容，直接影响到相关教育活动的方向与质量。我

国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幼儿本位、幼儿生活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取向，但是，在实践中价值取向产生异化，造成实然状态与应

然价值取向不一致。具体表现为：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功利化、表演化和复古化的倾向。实现学前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回归的有

效路径包括：回归幼儿主体，重视体验教育；回归生活本真，尊重幼儿生活逻辑、注重幼儿生活情致；立足传统，面向现代，注意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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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alue Orientation of Preschool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Nature of Children, Deviation and Regression

HUANG Man-yuan
(Ji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8, China)

Abstrac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reschool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determines the na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of pre⁃
school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and directly affects the direction and quality of relate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raditional pre⁃
school cultur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infant-oriented, infant lif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However, the
value orientation is alienated in practice, and therefore resulting in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actual state and the expected value
orientation.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problems are: the tendency of utilitarian, performance-oriented and retro-styled pre⁃
school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The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the value return of preschool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cludes:
the education should come back to the main body of children and emphasize the experienti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our true life, respect the logic of children’s lif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s of children’s life; the education should have a foot⁃
hold on tradition, turn in the direction of modern style, and keep an eye on adjusting to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coordinating with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preschool children; value orientation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教育是传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习总书记曾指出：

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思想精华，

“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

处。”［1］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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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魂”之所牵，那么传统文化教育则是民族寻

根、固本、筑基的工程，理应受到社会的广泛关

注。

儿童代表未来，学前阶段是人生发展的起始

和奠基阶段，在学前儿童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具

有重要意义。2017年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启蒙教育之中”。《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应综合

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

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

文化的丰富与优秀。”［2］40在国家政策鼓励和有识

之士推动之下，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开展的如火如

荼，无论是广泛开设的“国学幼儿园”、“国学馆”，

还是各地热热闹闹举办的“幼儿读经教育”、“幼

儿祭祀孔子活动”，都表明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

阶段拥有一定热度。但是，在实践中由于传统文

化内容的包罗万象，形式的繁复多样，教育机构、

教师和家长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教育”理解

上存在差异，导致对于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应然

价值取向难以把握与达成共识，实然价值出现一

定程度的异化，进而造成目前学前传统文化教育

出现诸多乱象。

教育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方向的活动，活

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影响教育活动方向性的因

素之一，可以说，价值取向问题应该是教育领域

中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明晰传统文化、传统文

化教育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学前传统文化教

育实践中暴露出的价值取向异化的问题，从而正

确把握其应然价值取向，是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一环。

一、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是由“传统”和“文化”这两个歧

义众多的概念构成的合成词，其内涵和外延复杂

且难以定义，使得传统文化内容的多姿多彩、包

罗万象，正因如此，近年来“传统文化”就有“国

学”、“古典文化”、“中华文化”等多个相近、相似

的称谓。要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至

少要明晰三点内容：首先，传统文化以什么标准

界定。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是“人类行为、

思想和想象的产物，被代代相传。”［3］12既然“传统”

要经历“代代相传”的过程，那么传统文化的界定

标准应该是时间。希尔斯认为，“传统”的形成至

少要持续三代人。所以，如果一种文化传衍时间

很短，便不能称之为“传统文化”；其次，传统文化

包含哪些内容？传统文化内容广博，从时间、空

间、社会功用、内在逻辑层次等不同维度出发，可

以得出不同结论，存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心态

文化、行为文化等多个面相；最后，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的关系：一是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

积淀的，以时间为标准区隔现代文化；二是现代

文化是在传统文化不断进化、播化和涵化基础上

而形成的，每个阶段的文化既是过去阶段的现代

文化，亦是未来阶段的传统文化。总的来说，传

统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留

存在每个民族中具有比较稳定形态的文化。”［4］2

教育是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历史悠久、传统优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是追随着

社会发展的每一个起伏，呼应着时代前进的每一

次变革。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要基本形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要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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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国民教育始终［5］。这些都表明“传统文化教育”

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同于“读经教育”、

“国学教育”、“经典教育”等，指的是根据教育学、

心理学等相关理论，有选择的将传统文化有关内

容单独或是融进现行各级各类大中小学校及幼

儿园课程及课外、校（园）外活动中进行教育的一

种活动。

二、学前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取向的应然

分析

教育价值取向是指教育价值主体根据自身

生存和发展的教育需要，对教育客体进行价值设

定、价值预期、价值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向或

倾向［6］33。教育价值取向既是未来教育活动的方

向指引，也是现实教育实况的研判准绳。学前传

统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学前传统文化教

育的性质、特征和内容等，也直接影响到相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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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动的方向与质量。作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重要路径，发展学前传统

文化教育需要按照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着眼

于“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教育现代化

2035”的长远追求来确立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价

值取向，而只有尊重幼儿本位、幼儿生活并立足

传统，面向现代，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价值

取向，才是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应然的终极价值取

向。

（一）幼儿本位取向

“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

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儿童拥有儿童期的

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

子。”［7］67-68法国哲学家卢梭“发现儿童”理论的提

出，开启了西方儿童中心论确立的序幕，儿童作

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开始被重视，儿童主体地

位的凸显也成为现代儿童教育和传统儿童教育

分野的标志之一。虽然我国对儿童本位、儿童中

心的讨论起步于晚清，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

乏有对儿童个体价值的深切关注。从先秦时期

老子的“复归于婴儿”、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到明代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李贽的

“童心说”都是基于对童心资源的发现和挖掘，展

开中国式“发现儿童”的思维理路［8］。

改革开放以来，基本观念的重构成为我国学

前教育领域最基础、最深刻的变革，其中之一便

是学前教育的价值取向的转变：“从注重学业准

备蜕变为关注幼儿的终身发展，”［9］即建立起以幼

儿为中心，以幼儿为本位的价值立场。迈入后普

及时代的学前教育，应该是基于对学前儿童心

灵、生活、世界的发现而演进的［10］。因此，学前教

育必须在尊重幼儿本体地位的基础上，以幼儿个

体的发展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取向，着眼于幼儿心

灵、生活、世界，服务于幼儿成长。具而言之，首

先，幼儿心灵是幼儿的自我意识，具有先验主体

性、积极意向性和创构性的特征；其次，幼儿生活

的本质在于活动，幼儿没有活动，就失去了生活

的意义；最后，幼儿有自己的世界，他们按照自己

的理解去领会世界，从而建构、守护和解释这个

世界。在充分理解幼儿心灵、生活和世界特殊性

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在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

生成、内容选择和组织、开展途径等各环节明白

幼儿之需要，理解幼儿之诉求。即目标生成由

“为幼儿做主”向“让幼儿做主”转变，尊重幼儿的

意向性和创构性；内容选择和组织注重幼儿的生

活逻辑，选择传统文化中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依然

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开展途径围绕各类活动展

开，弱化传统文化知识讲授和技艺训练。

另外，幼儿本位的价值取向要求传统文化教

育应以适宜幼儿为原则，即教育目标的设定适宜

幼儿，以幼儿的传统文化素养为宗旨，包括传统

文化的亲切感的养成、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

熟悉感的培养和初步的优良行为习惯和意志品

质的锻造；教育内容的选定适宜幼儿，按照符合

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标准精心选择，以中华民族

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幼儿园“五大

领域”为纬，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包括经典

（蒙书、古诗词等）、常识（礼仪文化、器物文化等）

和技能（传统游戏、手工制作技巧等）；教育形式

要适宜幼儿，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游戏展

开，同时，包括主题活动、角色扮演、故事、参观等

多种形式，以儿童直接参与和直接体验为主，避

免出现知识传授和读经背诵的现象出现。

（二）幼儿生活取向

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变革的基本特征之一

是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得到关注。教育家福禄贝

尔在《人的教育》中指出：儿童具有“纯洁善良的

心灵”和“敏锐而真诚的性情”，他们具有一种“内

心渴望”，即“为大量地存在于他周围的一切在外

表上相互孤立的事物找到一个内在的、必然的统

一体”，从而建立起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之间的

“纽带与法则”，“通过这条纽带和法则”，外部世

界的事物“至少可以获得生命的意义和对于生命

的意义。”［11］70福禄贝尔在此揭示了儿童乐意主动

去探索、发现世界，与生活世界建立联系的特

性。教育家杜威更是深刻阐述了教育与生活的

关系，指出“教育即生活”，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

不是将来生活的准备。这一观点经由陶行知的

吸收、加工和引介，成为被近代中国教育界广泛

传播的“生活教育理论”。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生活取向”意味着对教

育回归幼儿生活世界的强调：“幼儿的生活世界

是生活于其中的、以自己经历和体验感知到的具

体而自然存在的世界。”［12］即教育应该到幼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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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的真实体验的生活世界中去，教育的内在价

值应该是以幼儿的自我体验为主题。具体而言，

幼儿生活世界表现为幼儿自在游戏、尽情体验和

自由创造。首先，幼儿以游戏为生活，游戏在幼

儿生活世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幼儿在游戏

中建立与他人、自然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以游戏

丰润生命的趣味；其次，体验是幼儿生命存在的

一种途径，幼儿在体验中感知自我、他人和社会，

获得对生活世界的认识；最后，幼儿是富有创造

性的个体，幼儿对生命的激情推动他们去创造自

我的生活世界，并从中收获愉悦的心情，提升生

命的价值。

“生活取向”还在意味着对养成教育的强

调。“什么是教育，教育即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养

成、优秀道德品质形塑是幼儿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不可

或缺的一环，没有养成教育托底，理想信念、核心

价值观就会不牢固，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难以

实现。可以说，养成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基础和自

觉。养成教育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3］9“人

生的第一颗扣子”指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好的习

惯、好的品德。如，幼儿在生活实践中践行孝悌

礼仪等［14］。养成教育的初心就是在生活中以小

见大，正心诚意，在生活中渗透家国民族情怀，在

生活中赋予儿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实现幼儿

与国家时代同频共振，达成对幼儿思想引领和价

值塑造的作用。

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在尊重幼儿生活逻

辑、注重幼儿生活情致的基础上，通过养成教育，

开拓幼儿生活世界中的传统文化元素，将其融入

幼儿的游戏、体验和创造的过程中，服务于幼儿

成长，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三）文化传承取向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应对自然、社会环境的

挑战时，其独特性、创造性智慧的体现，表现的是

一个民族自我和特色。”［15］1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绵延五千年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任何时期的中华文化都紧紧跟随着时代文化、国

家文化的脉搏起伏，在互通、融合、重构的过程中

源源不断地生成了更为先进、更为庞大的“新”中

华文化。可以说，中华文化的传承进程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是一个不断解构和重构的生成

过程。

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学前教育

应该把培养幼儿文化素养，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融入教育过程中。具体而言，首先，形成属

于幼儿的文化记忆。记忆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幼

儿最擅长的就是记忆，幼儿通过对蒙书、古诗词

等内容的适当记诵，体味经典文本优雅、精致的

风格；通过对传统常识内容的适当了解，感受古

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体会古人的生活情趣；

通过对传统技艺的欣赏和实践，感知古人的工匠

精神和审美情趣。

其次，增进幼儿对文化的初步理解。幼儿在

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了对传统文化初

步的亲切感，在此基础上，继续培养幼儿对传统

文化的初步自我感受和初步自我理解。如，理解

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理解传统道德准则和行为

方式；理解古人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等。

最后，提升幼儿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强调

的就是幼儿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肯定、认同以及由

此产生的自豪，体现的是幼儿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以及幼儿内心的深刻体验。幼儿在文化记忆、文

化理解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了对传统文化的熟

悉感和亲切感，在此基础上，通过传统文化教育

者的感染，通过游戏、参与社会实践等方式，促进

幼儿接受、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文化自

信心和自豪感。

三、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价值取向

的异化

在日常生活中，价值取向常表现为一种

“热”，如，“出国热”、“下海热”等。“祭孔热”、“参

拜热”、“读经热”、“女德班热”是近些年传统文化

教育领域兴起的一些热潮。人们用“热”来形容

这些如火如荼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固然是

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教育蓬勃发展之“喜”，但更多

的是对有些传统文化教育远离甚至背离幼儿身

心发展规律以及教育基本规律之“忧”。以“读经

热”为例，2004年以来，深圳梧桐山曾经一度成为

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鼎盛时期这里聚集了

三四十家私塾，有近千名孩子放弃正规教育，来

到梧桐山读经诵典，十年之后，梧桐山读经村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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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一个耗尽耐心的故事”而引人深思。

类似新闻报道并不鲜见，暴露出学前传统文化教

育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教育价值取向在实践

中产生异化，造成实然状态与应然的价值取向不

一致。

（一）对幼儿主体地位认识不够，造成教育功

利化

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管理者、实施者对

幼儿主体地位的认识不够，从而造成其对传统文

化教育价值取向把握不清。一方面，管理者是计

划教育活动的主体，但一些幼儿园或机构的管理

者由于对幼儿主体地位认识的不够和不深刻，往

往不考虑幼儿的学习兴趣、认知发展规律，把幼

儿看作是完全被动接受的机器，盲目的强调传统

文化知识掌握和技能的习得，上马一些《三字经》

《弟子规》的诵读课程，将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

读经背诵。甚至一些机构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开

发、销售一些所谓的国学产品，这些产品故意夸

大传统文化中某些元素诸如“孝悌”、“守礼”、“德

行”等对于儿童成长的作用，误导甚至欺骗家长。

另一方面，幼儿教师是教育活动的实施者，

教师在设计具体的教育活动时，必须尊重和理解

幼儿的主体地位，但是，实际操作层面上教师不

可能达到对幼儿的完全理解，有可能会造成偏差

而滑向“理解的虚幻”，即教师以“理解”之名，行

“控制”幼儿之实，表现为教师对幼儿主体地位理

解的盲目自信和刻板印象的生成，不顾幼儿的兴

趣和理解能力，为了完成“任务”而将一些传统文

化元素盲目添加混合，幼儿变成被动灌输和记忆

传统文化知识的客体。

再有就是幼儿家长对传统文化教育的了解

局限于记忆、诵读若干国学经典，修养、践行一些

传统美德，而对幼儿本位价值取向及传统文化教

育整体认识不足，将升学和学业成长作为学习传

统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过分强调传统文化知

识对未来小学语文学习带来好处，有违传统文化

教育的育人初衷。

（二）对幼儿生活世界理解不足，造成教育表

演化

幼儿生活世界是以游戏、体验和创造为主

题。在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部分

管理者和实施者由于对幼儿生活世界的理解

不足，忽视幼儿游戏、体验和创造的能动性，以

成人的视角和触角深入到幼儿的生活世界中，

以致幼儿远离他们的生活世界，导致传统文化

教育的育人效果不理想。例如，在一些古色古

香的书院中，孩子们穿着古人的装束“摇头晃

脑”的诵读经典；或者在一些地方的孔庙和祭

祀场所，幼儿茫然无措的跟着老师一遍遍的跪

拜先师先贤；甚至有一些机构基于对现行教育

体制的不满，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中，

以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热忱”设计和组织教育

活动：“学生从小只是跟着老师一遍遍复读，就

和唱歌一样，听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认识音符，

也不了解意思。”［16］多数情况下，这些教育活动

近乎于表演仪式，不仅没有对幼儿的认知、情

感与行为进行创造性生成，甚至没有将幼儿生

活世界与传统文化世界融合在一起，幼儿只知

道怎么背诵、如何去行礼，却不知道为什么要

这样做，这种表演式的教育活动只是简单地模

仿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三）对文化传承的把握不到位，造成教育复

古化

文化传承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一环。人是文化传承

的主体，但由于人的认识存在有限性和局限性，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基于自身的需要进行

文化传承，这使得文化糟粕有了存在的空间和区

间，也容易造成文化传承复古化的倾向。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教育领域的

复古化指的是在创设教育环境时，刻意复原或营

造古代教学场景，使教育活动在“仿古”的情境下

进行，在实施教学过程时也死板的遵循古代模

式。这种复古倾向在学前传统文化教育领域尤

为常见，如，一些机构花费重金购置太师椅、蒲团

甚至是用竹简代替书本，还有幼儿穿着汉服、头

戴儒冠，在老师的带领下鞠躬作揖、三跪九叩。

传统文化教育出现复古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

方面部分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由于缺少对文化

传承价值意识的理解，将传承停留在对传统文化

形式的机械模仿，或者是由于对文化传承正确功

能的把握不准，对所传承的文化不加深究，拿来

即用，甚至是出于某种媚俗心态或功利目的，“以

传承传统文化之名，行传播封建落后意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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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17］；另一方面，幼儿家长基于对古代教育的美

好向往和现实教育的不满，支持并配合一些机构

的做法，更是加速了传统文化教育滑向复古化的

境地。

学前传统文化教育不是复古教育，而应该是

现代教育的组成部分。过分追求形式上的复古，

不仅会对幼儿产生了误导，让幼儿误认为穿古

装、行古礼就是传统文化，而且容易将传统文化

教育引入重形式而轻内容的误区，是一种盲目的

文化传承。

四、学前传统文化教育价值取向的回归

之路

教育价值取向问题关系到学前传统文化教

育从何而来、走向何处，应该是以“激发儿童生

命，让生命自由发展”［18］85为追求目标。党的十九

大提出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儿童是

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其健康成长更是文明

质量的保障。但是，目前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实

然现状中已经暴露出一些价值取向异化的问题，

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学前儿童身心成长和人生

幸福，还会使得整个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

解出现偏差。可以说，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如何回

归到应然的价值取向的轨道上，已成为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

首先，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回归幼儿主

体，重视体验教育。教育回归幼儿一方面要坚定

幼儿本位的价值立场，从现代教育学的视角厘清

幼儿本位的内涵与特征，建设幼儿本位的教育学

立场和理论；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幼儿本位历史

来源，了解幼儿本位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明

确幼儿本位不仅是教育原则，还是未来理想社会

的文化特征［19］。在全面理解幼儿本位的理论和

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将幼儿本位与传统文化体验

教育进行结合。

传统文化教育的体验教育，指的是幼儿作为

教育活动的主体，亲自参与或置身传统文化的教

育情境中，在情境中认知、明理和发展，从而获得

或加深传统文化知识、技能、情感，进而影响儿童

态度和价值观的活动［20］。体验教育需要幼儿的

主动参与或在场，否则体验教育无从谈起也无法

实现。因此，体验教育的前提是幼儿主体地位的

确立，最终指向也是幼儿自身认知、情感和行为

的体验。

其次，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回归生活本

真，尊重幼儿生活逻辑，注重幼儿生活情致。学

前传统文化教育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教育，其本质

更应该是一种生活层面的养成教育，落脚点应该

是以促进幼儿的生活幸福为追求。一方面，尊重

幼儿生活逻辑，在教育内容选择上，着重选择与

幼儿日常生活相关、传承至今仍具有较强生命力

的内容，让幼儿真切的感受到传统文化不仅代表

过去，而且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同时，要

考虑到地区、民族因素，尽可能的采用贴近幼儿

生活实际的教育形式。在内容选择上，回归幼儿

日常生活。历史虽已远去，但历史的痕迹无处不

在，时辰生肖、“二十四节气”、传统佳节，带有地

方特色的抖空竹、采茶舞等传统文化元素都可以

纳入到教育活动的设计中；在形式的选择上，关

注幼儿真实体验，注重游戏与实践相结合，注重

传统和现实相结合，善于利用丰富多元的形式，

如，图片、音像、网络等体现中国元素，善于利于

各地有特色的社会资源，如，博物馆、文化馆、民

俗馆等讲好中国故事。

另一方面是注重幼儿生活情致，在教育的

内容选择上着重选择那些能够体现古人智慧、

反映古人性格气质和生活情致的内容，以促进

幼儿的生活幸福为追求。中国古代先民的生

活充满智慧和情趣，上巳节赏花踏青、七夕节

穿针拜月，这些兴味盎然、悠然洒脱的习俗能

让今人感受到自然的流动，时光的轮转。通过

将这些富有情趣的传统元素纳入教育活动设

计中，可以帮助幼儿感受古人的情致，理解先

民的智慧，体味文化的精髓。

最后，学前传统文化教育应该立足传统，面

向现代，注意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

协调。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代表过去，也要面向未

来、面向世界。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离不开多元文化环境，从人类命运共同

体视角来诠释传统文化，既站在中国立场，具有

文化自尊和自信，也要有世界眼光，具有文化理

解和文化包容。具体到学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内

容选择上，做到师古而不泥古，即不拘泥于传统

文化的用、末等形式所在，而是在理解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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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与“本”的基础上，选择那些适合现代幼儿

的经典、常识和技艺内容，同时，具有全球意识和

开放心态，借鉴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

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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