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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贺兰山岩画文化构建园本课程，就是将贺兰山岩画文化中所蕴含的知识体系、行为方式等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转换为

幼儿园课程的具体内容。将贺兰山岩画文化资源要素与幼儿的发展需求有机融合，构建包括园本课程理念、课程资源、课程体

系、课程评价制度等多个要素协调发展的园本课程。通过提升教师的本土文化自觉、增强幼儿本土文化体验、拓展园本课程的

时空范畴、开展主题课程等实践途径来实现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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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Rock Painting
Culture of Helan Mountain
MA E , ZHANG Yan-yan

（Education College of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which is based on the rock art culture of Helan Mountain, means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behavior patterns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 rock art culture of Helan Mountain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in a non- institutional wa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e can organic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Helan
Mountain rock art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hildren, and construct a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that in⁃
cludes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conception, curriculum resources, curriculum system,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By en⁃
hancing teachers’local cultural awareness, enhancing children’s local cultural experience,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ime and space of
the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and developing thematic courses, the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the garden-based curriculum of the
rock painting culture of Helan Mountain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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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岩画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脚

下，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天书图腾，是幼儿熟悉

的自然资源。贺兰山岩画文化作为记录人类生

活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绘画的形式向

人们讲述了古老的生活、神话、宗教等方面的内

容，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贺兰山岩画距今有

3000多年的历史，它所展现的并不是某一个时

代、某一个民族的印记，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人

类文明印记在宁夏地区的集中体现。立足贺兰

山岩画文化构建园本课程，就是将贺兰山岩画文

化中所蕴含的知识体系、行为方式等以非制度化

的方式转换为幼儿园课程的具体内容。依托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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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山岩画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形成“资源＋”模

式，构建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园本课程，

有助于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帮助幼儿潜移默

化地接受并热爱本土文化，对于全面启蒙贺兰山

岩画文化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立足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

构建

立足贺兰山岩画文化构建幼儿园课程要充

分考虑其文化要素与幼儿发展需求的结合，对其

中有教育价值的资源进行收集与整理、甄别与筛

选、表征与转换，构建包括园本课程理念、课程资

源、课程体系、课程评价等多个要素协调发展、有

效融合的系统性工程。

（一）彰显本土文化自信，贯彻园本课程理念

本土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个体生命成

长的滋养，它以个体发展的方式来传承和创新文

化，并以文化的发展来构筑和夯实国家与民族发

展的社会根基［1］。立足贺兰山岩画文化构建园本

课程，是对贺兰山岩画文化的直接传承，一方面

可以拓展幼儿的生活经验，使幼儿的学习发展成

为更具文化性和目的性的活动；另一方面可以启

发幼儿的思想与情感，在幼儿心中播下爱家乡的

种子，让他们能够携带着关于家乡文化的认同和

信念成长为富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的人。

幼儿园课程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精神滋养、价

值引领、综合素养培养的文化活动［2］。立足贺兰

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构建是传承本土文化与

文明的使命行为，是完成地方文化延续和创新的

重要体现。园本课程理念是幼儿园构建园本课

程的核心与灵魂。幼儿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支

持并促进幼儿自主发展。因此，必须秉持将贺兰

山岩画文化与幼儿的发展需求紧密结合的课程

理念。园本课程通过系统的课程体系唤起幼儿

关于家乡的零散经验，形成对家乡文化比较稳定

的认知、态度和价值观，使园本课程理念的价值

诉求得到最终的体现。

（二）增强资源利用效率，挖掘岩画文化资源

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内容丰富、体系庞杂，其

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零散性。为了充分发挥贺

兰山岩画文化的价值和教育价值，提高贺兰山岩

画文化的利用效率与质量，幼儿园需要主动整合

优质社会资源，构建贺兰山岩画文化资源库（如

图1）。

图1 贺兰山岩画文化资源库

在贺兰山岩画文化资源库的创建主体上，

邀请西夏文化研究专家、幼儿园教师、高校教

师、幼儿家长等多个主体组建研发共同体，凝结

集体的智慧，营造协同共育的园本课程文化。

不同知识结构的研发主体从不同视角挖掘课程

资源，可以使课程资源的开发更加丰富饱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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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贺兰山岩画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利用效率

和质量，同时，有效保障课程资源开发的可持续

性和创新性。在贺兰山岩画文化资源库创建的

内容上，幼儿园可以开展“以点及面”的拓展性

课程，以“贺兰山岩画文化课程”为切入点，生成

与宁夏地区葡萄酒文化、石艺文化、剪纸文化等

紧密相融的宁夏地区本土文化园本课程，逐步

构建本土文化资源库。在贺兰山岩画文化资源

库的创建程序上，可以通过资源的收集与整理、

甄别与评估、分类与再创等环节对其进行完

善。通过一定的文化线索对贺兰山岩画文化的

教育价值进行体验、比较、挖掘，目的是使其最

大程度的满足幼儿发展的需求。同时，教师依

据课程目标对课程资源不断进行补充完善，使

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处于持续的更新和发展状

态，便于幼儿教师在开展活动前查阅相关本土

文化课程资料，活动结束后随时解惑，完善课程

计划，进而推动园本课程深入实施。

（三）促进文化与课程融合，厘清园本课程

体系

园本课程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本土文化与现

有课程的融合。幼儿园课程的融合兼具颠覆性

与顺应性，课程内容不仅要兼顾到知识本身的内

在逻辑，同时，也要考虑到儿童的发展逻辑，努力

寻找儿童发展需求与贺兰山岩画文化之间的连

接点，使含有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更具情

境性与体验性。以贺兰山岩画文化与健康领域

的融合为例，幼儿教师在深度挖掘贺兰山岩画文

化后需要进行筛选、提取、整合与幼儿动作发展

相关的健康领域活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中对幼儿健康领域的教育建议中包含沿着

田埂行走，开展走、跑、跳、攀、爬等身体活动，这

与贺兰山岩画文化中的射猎文化、生存技能训练

等内容相匹配。教师通过在射猎场域摆放仿真

田埂，设计斜坡的方式，创设独具贺兰山岩画文

化特色的区角，引导幼儿融入游牧情境，实现幼

儿文化体验与动作发展的协调统一。

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的逻辑起点是

启蒙幼儿对贺兰山岩画文化的认同，加深他们对

家乡文化的认知与热爱。基于这一逻辑起点，依

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保证园本课程

目标和幼儿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全面厘清园本课

程体系。每一个课程方案都尽可能地做到生动

有趣，源于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兴趣，把握儿童的

核心经验，有具体的三维目标作指引，以实现幼

儿知情意行的统一整合［3］。以中班幼儿艺术领域

活动《“印象”岩画》为例，本活动的三维目标分别

确定为：知识目标为幼儿能够区别不同类型的贺

兰山岩画印章；技能目标为幼儿可以灵活运用材

料展现“印象”岩画；情感目标为体验自己创造岩

画的乐趣。围绕着“印象”岩画主题确定的不同

年龄阶段三维目标，如表1所示。
表1“印象”岩画主题课程目标举例

年龄段 主题

小班 《多彩的符号》

中班 《“印象”岩画》

大班 《山洞里的连环画》

三维目标

观察、辨认各类各样的贺兰山岩画符号
临摹代表自己的岩画符号
乐于欣赏并对贺兰山岩画感兴趣

区别不同类型的贺兰山岩画印章
灵活运用材料展现“印象”岩画
体验自己创造岩画的乐趣

观察贺兰山岩画，列举游牧民族的特点
使用瓦楞纸板、色彩笔、重彩棒等材料完成一幅
综合绘画作品
尝试用原始的创作方式记录当下的生活

实施途径

教学活动

创意空间

全园环境创设

园本课程的生成与完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将贺兰山岩画文化融入到幼儿五大领域

课程中、一日生活各个环节中，才能生成特色

课程体系，既凸显了贺兰山岩画文化的教育蕴

意，又增进了幼儿学习的兴趣，促进幼儿的全

面和谐发展。

（四）完善课程评价制度，激活教师参与热情

课程评价的目的是要优化课程，它需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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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中评价幼儿的兴趣、能力等是否能达到预

期？分析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是否得到有效的推

进？检视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等［4］。因此，幼

儿园应该重视制定科学的课程评价制度，对评价

主体、评价对象、评价内容等确立系统的标准和

规范，依据课程评价的诊断、导向、激励等功能，

了解课程实施的效果。在评价主体的确定上，园

本课程的构建者、开发者也理应成为园本课程的

评价者；在评价内容的选择上，应区别于常规的

课程评价，要更多的倾向于园本课程内容的合理

性与适切性，评价内容与课程目标达成之间建立

起有效的关联，使评价的结果能真正服务于课程

的调适与改进。教师通过对幼儿多元化评价，对

幼儿的实际需要及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价值判断，

通过关照幼儿的学习过程，不断调整活动目标，

形成促进幼儿有效学习的教学活动。完善的课

程评价制度和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引导教师主

动参与、积极构建满足幼儿发展需要的园本课

程，才能使教师乐于开发本土园本课程，在课程

实施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创新园本课程模式。

二、、立足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实

践路径

立足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构建最终

是实践问题，其实践路径应以提升幼儿教师本土

文化自觉以及园本课程资源开发能力为突破口，

充分考虑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需求，利用多

种资源为幼儿创设适宜的本土文化课程环境，通

过园本主题课程具体实施。

（一）“师资奠基”——提升幼儿教师本土文

化素养

本土课程是建立在文化自觉之上的课程，也

是课程主体基于理性思维对课程的价值、内容等

所进行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建构［5］。教师是

幼儿园园本课程构建的主体，当本土文化作为幼

儿园课程资源的来源之一时，教师的本土文化素

养就是影响幼儿园课程建构质量的重要因素。

本土文化素养是教师关于本土文化知识、态度和

应用技能的综合体现，它的形成受教育个体、本

土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教师的

本土文化素养发端于他们对本土文化的了解、认

同及应用，这一素养既是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教师综合文化素养的重要体现，它

决定了教师对园本课程的建构与实施水平［6］。

首先，幼儿园教师对贺兰山岩画文化的意识

和认同是推动教师在幼儿园课程构建过程中传

承、运用与创新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内在动力。幼

儿园课程的构建不单单是创编贺兰山岩画文化

相关教材、开展岩画相关原创活动，而是不断的

完善与改进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以便更有效地

满足幼儿需求，推动幼儿发展。

其次，幼儿园教师关于贺兰山岩画文化的了

解与认知是教师本土文化素养的重要载体。所

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师对贺兰山岩画文

化中的历史故事、风俗习惯、人文变迁进行深层

次的学习与钻研后，才能将其中适合幼儿认识与

理解的内容筛选与整合，将其所蕴含的教育价值

“外化于行”，构建出符合幼儿发展的贺兰山岩画

文化课程。

最后，幼儿教师关于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实践

能力是园本课程实施的重要保障。幼儿园要为

幼儿教师搭建开放地、多元地园本课程开发的平

台，通过行动研究提高教师的园本课程开发与实

践能力。幼儿园需持续开展全方位培训，从而激

发教师个体的学习动力；使幼儿园教师的本土文

化素养从观念认知、表现方式、实践能力等多个

纬度获得整体的提升，能够真正将教师个体的文

化责任感与文化自觉转化为幼儿园教学实践。

（二）“文化浸润”——增强幼儿本土文化

体验

本土文化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地域性和思想

性，能够深刻地反应出曾经生活在这一区域人的

文化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及日常行为。幼儿只有

与其所生存的环境进行充分且良好的互动才能

获得健全的成长和良好的生命体验［7］。立足贺兰

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内容应充分体现经验性、

知识性和趣味性，在尊重和传承贺兰山岩画文化

本质与要义的基础上拓展幼儿的本土文化体验

与本土文化信念。

一方面，带领幼儿走近自然，增加本土文化

体验。幼儿园依托贺兰山岩画文化中的自然资

源，抓住教育契机，带领幼儿在贺兰山岩画景区

进行短期研学旅行或一日探究活动，幼儿通过在

贺兰山岩画展区现场观察、手指触摸、认真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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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动手拓印等方式直观地了解、认识贺兰山

岩画，用自然打开五感，用五官感受自然，让自

然教育课程得到更好的实践，顺势打通幼儿园

本土文化课程的“一公里自然资源”，既能够顺

应幼儿的自然天性，更有利于幼儿主观能动性

的提高，引发幼儿的深度学习。在体验中培养

幼儿对本土文化的兴趣，为本土文化的传承奠

定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将本土文化与园区环境深度融

合。教师要规划出融教学、游戏与文化为一体的

开放式活动场地，努力营造一个与幼儿的生活经

验交互作用的教育环境，通过全方位、立体的环

境创设对幼儿进行熏陶和感染。首先，教师要在

环境创设中坚持儿童视角，将贺兰山岩画文化的

教育功能与幼儿审美特点相结合。贺兰山岩画

多以简单的线条造型为主，这与幼儿绘画手法相

仿，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将贺兰山岩画中的射猎、

放牧等生活场景、草雕、岩羊、雪豹、马鹿等动物

造型以“贯穿古今”的创作方式展现出来，将其呈

现在幼儿园走廊的墙面上、活动室的区角内，使

幼儿在充分了解本地文化遗产及社会变迁的同

时培养其时空观念。同时，幼儿园还可以成立专

门的贺兰山岩画文化“工作坊”，围绕岩画元素对

其进行设计与布置。例如，在户外为幼儿开辟简

陋的、与贺兰山岩画景区远古人类居住相仿的区

域，创设岩画拓印坊、草编坊、农耕坊、击剑坊，为

幼儿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探

索场地，使幼儿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实现对周围世

界的探索。在拓宽幼儿学习空间的同时，展示贺

兰山岩画文化与众不同的文化感召力，提升园本

课程内涵。

（三）“主题贯穿”——整合领域内容，开展主

题课程

主题课程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整合功能，主题

课程的构建有利于幼儿园园本课程的系统化。

贺兰山岩画文化蕴含丰富的人文价值，教师要深

度挖掘主题相近领域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

课程的整合，生成主题课程（见表2）。以“游牧民

族体验记”为例，教师可以将五大领域：健康活动

《满载而归的射猎之旅》、科学活动《科学探秘岩

画》、社会活动《烧烤变变变》、艺术活动《拓印专

属岩画》、语言活动《我的游牧体验》整合为主题

课程。在健康活动中，通过练习游牧民族射猎技

能，培养幼儿的专注力；科学活动中，通过讲解代

表性岩画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激发幼儿探究兴

趣；社会活动中，幼儿通过小组合作体验获得美

食的乐趣；艺术活动中，通过拓印自己专属印章，

获得体会不同的艺术表征形式带来的成就感；语

言活动中，幼儿充分交流游牧体验，学习分享与

倾听。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所生成的贺兰山

岩画文化主题课程应当是动态的、持续发展的。

通过活动前为幼儿提供畅所欲言的时间，倾听幼

儿个人兴趣；活动时观察记录幼儿语言、行为；活

动后整理幼儿经验，剖析幼儿进一步发展的需

求，实现动态化主题课程的构建。同时，主题课

程的开展，有利于幼儿关于贺兰山岩画文化整体

性知识的获得。

表2 贺兰山岩画课程与幼儿园五大领域融合举例

课程领域

健康

语言

社会

科学

艺术

贺兰山岩画课程内容

基础课程/普适性

射猎技巧（体育与游戏）
玩转帐篷（技能讲解）

游牧民族日常的交往礼仪
岩画符号背后的故事（文学）

游牧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智慧
烧烤变变变

贺兰山岩画千百年来的变化对比
岩画拓片（科技体验）

韩美林艺术馆实地观摩

贺兰山岩画馆实地观摩

特色课程/个性化

击剑坊（区域活动）
满载而归的涉猎之旅
VR野外探险（亲子活动）

鲜活灵动的礼仪变迁
我的游牧体验

“贯穿古今”的大智慧（古今对比）
部落联盟（亲子活动）

岩画的风化过程（知识科普）
谁来保护岩画

拓印专属岩画

《贺兰山岩画—远古》音乐剧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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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建共育”——拓展园本课程的时空

范畴

文化的传承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需

要幼儿园、家长、社区的三方共同配合，实现共

建共育。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为幼儿的身心

发展提供了亲缘性成长条件，这种教育影响可

以突破幼儿园教学的时空范畴而延伸到幼儿

的家庭和社会公共生活中，能够最大限度的丰

富幼儿园的课程体系，进而提升幼儿园的教育

活动的有效性［8］。通过与不同的文化资源拥有

主体的协作，使本土文化的内涵得到更多形式

的呈现，一方面，充分发挥社区资源优势，将幼

儿园的大门打开，经常带幼儿到幼儿园之外的

场地中活动、游戏，通过在更宽广的自然环境

中自由探索与创造，充分发挥社区资源优势的

价值，这是世界学前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9］。

例如，幼儿园可将幼儿雕刻的岩画用于装饰社

区环境，联合社区开展幼儿射箭比赛，社区可

设定贺兰山岩画文化科普月，运用社区环境拓

展幼儿本土文化教育；另一方面，幼儿园应适

当发挥家长资源，譬如邀请会雕刻的家长到幼

儿园做志愿者，开展关于岩画雕刻的手工活

动；也可以邀请家长义工直接协助教师带领幼

儿前往贺兰山岩画景区、韩美林美术馆、岩画

拓印室等，扮演讲解员、监督员等角色，与幼儿

共同参与岩画文化的课程，不仅满足家长与幼

儿互动、体验幼儿园一日教学的需求，也适当

地帮助幼儿教师减轻工作量。在运用家长资

源的同时，丰富活动内容，开阔幼儿眼界。

立足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园本课程构建与

实施是将贺兰山岩画文化资源要素、文化形态

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幼儿的发展需求有机融合

的过程。在园本课程建构与实施的整个过程

中，必须始终秉持和坚守儿童发展的视角，将

支持儿童的发展作为园本课程的最终价值趋

向。只有在基于幼儿发展需求、学习方式的正

确认知和深刻把握之上，架构园本课程的内

容、创新活动形式、推动贺兰山岩画文化的创

造性表征与转换，才能真正彰显出贺兰山岩画

文化的教育价值，使本土文化资源更好地为幼

儿的学习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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