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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自信在国民精神中的重要性。文化自信的培养，应从幼儿文化

启蒙阶段做起。以中华文字之源甲骨文为载体，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内涵，作为培养幼儿文化

自信的载体，基于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生活实践，构建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甲骨文课程在学前教育中的构建和实施从课

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四个方面递进开展，结合学前教育阶段的特殊性，应该体现出活动、直观、趣味、渗透、全

面、系统等特点，突出“好玩”之趣味性，在玩中激发幼儿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培养幼儿的文化自信，进而探索传统文化与学前教

育的融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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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ldren’s Fun Oracle
Inscriptions Cours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Cultural Confidence
YUE Su-ping

（Department of Early Education，Anya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 As various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have become more frequent in today’s world，it is important to highlight cul⁃
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ational spirit.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should start from the stage of children’s cultural en⁃
lightenment，for example，tak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s the carrier to fully excavate the humanis⁃
tic spiri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life practice，it is possible to construct interesti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ourses for childre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racle curriculum in preschool educ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progressively from the four as⁃
pects -- curriculum objectives，curriculum content，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highlighting the particu⁃
larity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that is，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ity，intuition，interest，penetration，comprehensiveness，and sys⁃
tem. The course should emphasize the“fun parts”in all the activities，so as to stimulate children’s national cultural pride as well as
cultivate thei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during the process，and 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can
also be explored during th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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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文化自信的培养应从幼儿做起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

化自信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和尊重，

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才能形成不卑不

亢的文化心理态度。文化自信不是固步自封，而

是在尊重自我母文化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容

纳和吸收现代文化与外来文化。

随着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一

定程度上出现了以洋为美、以洋为尊，甚至贬低、

漠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也正悄然

蔓延在学前教育领域，影响着幼儿的精神领地。

如在幼儿园的命名、建筑风格、教学方式中，频频

出现各种崇外现象，有些学前教育机构追求的高

品质就是洋化，宣传海报上更是充斥着各式外教

头像、英文式宣传。

幼儿园课程资源西方化倾向明显，有研究者

通过对五省市幼儿园教材文本故事材料的统计

分析得出，幼儿园课程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薄

弱，西方文化倾向比较明显［1］。现在流行于学前

教育中的绘本，基本上都是国外的绘本，中华优

秀故事却很少看到，不少家长也更愿意给孩子购

买来自某些国家的少儿读物和卡通音像产品；看

动画片也是美国迪士尼或者日本卡通，孩子们头

脑中的形象也大多是白雪公主、灰姑娘等，很少

有幼儿园孩子能够说出几个中国的历史人物偶

像来。一个孩子的心中如果没有几个本民族的

英雄，是非常让人痛心和悲哀的事情，这意味着

心中偶像血脉传承的消失。这些外来文化正在

慢慢渗透影响着我国的未成年人。

人生启蒙教育，就如同照进心灵的第一束阳

光。在现今全球多元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如何在

学前教育领域推动传统文化的渗透，培养幼儿对

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开

放的心态接纳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形成幼儿的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尊尤为重要。用中华优秀的

传统文化滋养成长中的儿童，输入主流母文化，

热爱母文化，才是培养公民文化自信的根源，才

能进一步增强未成年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在此基础上，才能培养孩子的文化自尊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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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

庭做起，从娃娃抓起”，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

力和时代风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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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以幼儿园、小学、中

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二）已有研究文献综述

秉承传统文化，确立文化自尊，从文化自卑

到文化自信，先哲已有很多思考。民国时期，张

雪门曾批判当时的学前教育效法模仿西洋幼稚

教育之流弊；陶行知曾批评“外国病”“花钱病”

“富贵病”等三大弊病；陈鹤琴提出，做人、做中

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提出了建设中国化的幼儿

教育。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

信和价值观自信”。此后，有学者和教育者对“文

化自信”进行了相关研究［2-6］。在学前教育领域的

相关研究中，曾经提到培养“幼儿文化自尊”的是

华东师大的周念丽教授，她选取了云南墨江、内

蒙通辽、贵州铜仁以及云南昆明四地的哈尼族、

蒙古族、侗族和汉族3-6岁幼儿共190名，从服饰

的喜爱上进行了“文化自尊”的研究［7］。关于幼儿

文化自信、幼儿文化自尊的研究，还没有更多的

研究文献资料。在现今全球多元文化碰撞的背

景下，如何培养幼儿具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并在此基础上以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其他

民族的文化，从而形成幼儿的文化自信，从形式

的自信到内涵的自信，相关研究还很缺乏。

在学前教育领域，关于传统文化的渗透，已

经有一些研究，主要探讨了教学内容和资源的开

发、利用，在内容方面，幼儿园教育主要集中在社

会领域，尚缺乏一个系统的整合和覆盖，没有上

升到对幼儿文化自信的培养高度。弘扬传统文

化本是好事，但是否遵循了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

和幼儿认知的规律，是否对传统经典进行了选择

和甄别，深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学前教育有它

特殊的教育规律和特色，《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遵循学生认知

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幼儿园的教育对象是3-6

岁的幼儿，游戏应是其主要活动。由于幼儿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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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发展特点，在幼儿园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

内容、形式、过程等方面应具有一定自己的特色，

应该有适合幼儿的特殊方法。如何建立在幼儿

心理学、幼儿教育学的基础上，遵循幼儿身心发

展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渗

透，培养幼儿的文化自信，是幼儿园传统文化课

程建构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选取中华文化的源头甲骨文作为促进幼儿

文化自信的载体，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甲骨文本身的研究，

属于本课程基础资源；另一方面是关于甲骨文与

儿童教育的联系研究，主要涉及甲骨文应用于小

学汉字识字教学的可行性与局限性［8］，以及甲骨

文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中应用问题［9］。本研究

中对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的构建，不仅仅着眼于

甲骨文与学前教育的结合，也不仅是为认字奠定

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让幼儿接触甲骨文，玩甲

骨文，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产生民族文化自豪感，

促进文化自信渗透。

（三）幼儿阶段文化自信教育的困境

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有很多幼儿园和

小学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渗入儿童教育。但是在

当前的学前教育中，仍然存在一些困境制约着儿

童文化自信教育的有效开展。

1.幼儿文化自信教育意义认识不足

虽然在国家的文件中吹响了传统文化复兴

的号角，但是在幼儿园实施中还很少有人提出幼

儿文化自信教育问题，在行动上还缺乏对幼儿文

化自信的深入推进。

2.幼儿文化自信教育内容泛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丰富，内容

繁杂，并非都适合于儿童。应从中甄选出适合启

蒙教育阶段融入和渗透的优秀传统部分，既要考

虑文化本身的意义和内涵，还要考虑儿童的身心

发展特点和其可接受性。当前在儿童文化启蒙

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诸如《弟子规》

《三字经》等宽泛意义上的读经活动，二是富有地

方特色的本土文化资源。有的教育项目表现为

只要是和传统有点联系的，都被摆设在幼儿园，

其真正的教育意义并没有人去深入探究。比如

原来的石磨、石碾、织布机等被放到幼儿园，放到

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让其与儿童互动，想让

儿童从其中获得什么有意义？这些问题尚未被

深入思考。

3.儿童文化启蒙路径偏差

当前幼儿园优秀传统文化渗透方面，由于缺

乏专家指导和把关，尚存在一定的方法和路径的

偏差。比如，某些幼儿园让幼儿背诵经典，却又

不解释，导致幼儿并不知道自己背诵的是什么，

只是按照谐音死记硬背。还有些急于追求短期

的表面效应，存在表面化和形式化的现象。比

如，穿汉服、营造古代私塾学堂的教室、见面行鞠

躬礼等现象比较常见，但是真正的文化思想内涵

涉及得很少。还有教育机构过度追求展示，侵占

了幼儿的正常学习内容和时间，传统文化与幼儿

的课程尚未有效融合。

4.追求短期效应违背教育初心

目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尚缺乏系统化的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多数幼儿园以短期教育

为主，缺乏持续性。家长教育意识不够，片面追

求短期成效。

纵观全国多所幼儿园的幼儿传统文化课程，

虽然也有做得好的幼儿园，但是却存在着以上多

种常见的问题和困境，阻碍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学

前教育中的有效渗透，造成了目标与实际操作远

离学前教育阶段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影响了对幼

儿文化自信培养的效果。

（四）甲骨文课程对幼儿文化自信教育具有

独特的魅力

甲骨文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是商

朝的文化产物，距今有约3600多年的历史，2017

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甲骨文是迄今为

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

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中国精神

之缘起、中国古代信仰之源头。今天我们使用的

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上的区别，这种几千年连

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

的。甲骨文与学前教育相融合，可以让幼儿直观

地感受到三千年前中国古人的智慧和对世界文

明的贡献，产生民族文化自豪感。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应培养幼儿对

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甲

骨文属于象形文字，素有一个字一幅画的美称。

如“日”就是一个圆圆的太阳“ ”，“月”就是天生

83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2期

半轮“ ”，“ ”等，象形直观，生

动有趣，非常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可以让幼

儿在拼拼摆摆、写写画画、捏捏玩玩中轻松了解

汉字的起源，对中华汉字产生极大兴趣。

每一个甲骨文字都蕴含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内涵，渗透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朴素的文化思想

和传统美德。如“人（ ）”字就是一个躬身行礼的

人，说明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礼仪之邦，做人要谦

虚，要懂礼貌；“从（ ）”就是两个人一起同向而

行；而父亲的“父（ ）”，代表着一个人手里拿着

一柄石斧，是力量与勇敢的象征，引申为手拿权

杖值得敬重的人；“老”就是人佝偻了脊背，腿脚

不方便，头发花白，用上了拐杖 ；“孝”字字形从

老，即“耂”，表示长者老人，“子”在老之下，表示

顺从侍奉老者当为孝的本义，等。每一个甲骨文

字的背后，都包含着中华文化的美好意蕴。从甲

骨文入手，培养幼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对

优秀传统美德的尊重，了解中华文明，具有独特

的魅力。将甲骨文融入学前教育，有助于培养幼

儿的文化自信和对母文化的自豪感。

甲骨文象形意会的特点与幼儿具体形象思

维的特点相吻合。有人认为，远古时代的人类，

如同人类的“婴儿期”，其所思所想与婴幼儿有相

通之处，幼儿和古人之间通过甲骨文可以有更好

的沟通和理解。

二、幼儿甲骨文文化教育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整个课程的方向标，是课程本身

要实现的预期结果，决定着课程的体系设计和内

容选择，也是课程评价的主要依据。在学前教育

中渗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了解我国的历史文

化，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家国情怀，为将来进一

步形成文化认同奠定情感和认知基础，以文化认

同来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的

精神家园，是本课程最主要的目标。

（一）课程目标制定的依据

一是课程建构初心。本课程旨在培养幼儿

的文化自信，知道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字起源于中

国，建立文化自豪感。

二是国家对学前教育目标的政策指导。国

家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对3-6岁的幼儿发展总

目标和各领域、各年龄段的发展目标有具体指

导，是本课程制定目标时的重要依据。

三是幼儿本身的发展水平和学习特点。幼儿

理解能力弱，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以感知觉、

游戏、活动为主要学习方式。幼儿阶段的甲骨文

课程目标不在于去引导幼儿认多少字，更不在于

去研究深奥偏僻的甲骨文字，而是定位为对甲骨

文字感兴趣，感觉有意思、好玩，知道甲骨文是有

丰富的含义，愿意学习相关内容，愿意讲甲骨文、

玩甲骨文等情感性目标。

四是教育内容特点。甲骨文本身有其特殊的

内容，从形式到内涵都有其特殊性，因此，课程目

标的制定一定要紧密结合教育内容本身，如对汉

字的热爱、对甲骨文化的兴趣、对字形字义本身的

认识等，重在挖掘甲骨文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二）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的目标分解（见表1）

表1 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目标分解表

总目标

过程目标

三维目标

培养民族文化自信，激发民族文化自豪感

通过捏、摆、拼、比、拓、讲、演、画等活动方式，感知甲骨文的好玩、有趣，愿意玩、喜欢玩，从而自然而然喜欢上
甲骨文以及相关文化

情
感
态
度

认
知
目
标

动作
技能

感知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培养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通过相关甲骨文内容的感知，了解甲骨文相应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渗透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接受

和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通过对甲骨文字象形、表意等特点的学习，激发对汉字的喜爱，为走向正式的汉字学习奠定基础

接触、感知甲骨文，知道甲骨文是中国三千年前的文字，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简单的甲骨文字，了解甲骨文的象形、表意等特点，能说出部分甲骨文的含义

通过相关的甲骨文，学习生活中的健康、科学、语言、艺术、社会等基本内容

通过捏、摆、拼、比、拓、讲、演、画等学习，促进精细动作的发展

通过户外相关活动，促进跑、跳、钻、提、爬、投等大动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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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阶段
目标

小班

中班

大班

小班幼儿仍然以直观动作思维为主，学习意识不强，可接受水平有限，应安排每一个板块中最简单最

象形的甲骨文为内容，主要以对甲骨文的感受为主，学习方式主要以捏一捏、摆一摆、拼一拼等动手

的方式来认知甲骨文，知道甲骨文，初步对甲骨文产生兴趣，为甲骨文感到骄傲

中班幼儿属于典型的具体形象思维，对幼儿园的学习方式也逐渐适应，也有了很多创意和想法，可以

更丰富地进行讲解，感受甲骨文的魅力，通过故事、图片、拓印、比一比、画一画等多种方式认知甲骨

文，了解甲骨文背后的文化内涵，更乐于去宣讲甲骨文，为祖国灿烂文化感到自豪

大班幼儿抽象逻辑思维开始萌芽，理解能力、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而且面临幼小衔接，在大班通过

猜一猜、下甲骨文棋、天气预报等，将甲骨文与日常生活、小学汉字的认识相联系，除了进一步拓展认

识相关的甲骨文外，还可以连片认识，把一组相关的甲骨文放到一起，促进对中国文字造字艺术的初

步感知，了解汉字演变过程，增加对文字的兴趣

三、甲骨文文化教育课程内容设计

（一）甲骨文课程内容选取原则

1.与幼儿的生活紧密联系

应取材与幼儿生活紧密联系的简单易懂的

甲骨文字，如自己的身体“口”“目”“耳”“手”和自

然生活环境“日”“月”“山”“水”等。因为只有幼

儿接触甲骨文，一切应从其生活开始，不能为学

习而学习，不以量不以难度不以水平高低为评价

标准。

2.能够体现积极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

选取的内容应吻合现代精神文明，与现代

文明价值观相悖的甲骨文字则不予选取。确保

启蒙之初就给予幼儿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

界观。

3.直观形象，富有童趣

直观形象的内容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能为

幼儿喜爱和理解接受。

4.含义解释确切，无疑义、无争议

语言的工具性和通用性，决定了大家的理解

应该是一致的。幼儿第一次接受的语言认知必

须保证是准确无误，为此，应选择专家有定论的

甲骨文字，教师的讲解也要准确、忠于原意。

5.相互联系

选取的甲骨文字要有相互联系，尽可能把同

类的相关字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主题，如“耳目口

鼻”等字组在一起，成为“我的五官”主题单元。

通过一组相关的甲骨文字，组成一个主题单元，

以此为核心延伸覆盖到五大领域，初步形成系统

内容。

（二）甲骨文课程体系设计

通过学前教育专家与甲骨文研究专家合作

研讨，结合幼儿生活，选取组合了六个单元内

容，包含“遇见甲骨文的殷墟、文字博物馆参访

活动”“甲骨文中的我自己”“甲骨文中的大社

会”“甲骨文中的好味道”“甲骨文中的动植物”

“自然物语”六个单元，每个单元又分解成2-3

个主题，覆盖了社会、家庭、饮食、动物、植物、

身体、自然现象、交通、方位等多个方面，整合

了社会、健康、语言、科学、艺术五大领域全面

发展的目标，基本构建了一个丰富的课程体系

（见图1）。其中，理论篇是树根，保证其原则和

方向，为整个课程提供滋养。六大章节内容是

树的枝条，延伸到具体的课程领域，覆盖“遇见

甲骨文”的博物馆教育，“甲骨文中的我自己”

的自我认知教育，“甲骨文中的大社会”的社会

教育，“甲骨文中的好味道”与“吃”有关的生活

教育，“甲骨文中的动植物”与植物生物有关的

生命教育，“自然物语”中的日月星辰、水陆山

川、交通工具、空间方位等科学教育。每一个

活动又延伸到教学、区角、运动、生活、游戏、家

庭等小活动，形成了一个枝叶繁茂的课程树。

四、甲骨文文化教育课程实施

本课程的具体实施途径主要有：集体教学

活动、区域活动、游戏活动、一日生活、家庭亲

子互动、户外运动、环境创设、博物馆参访活

动、社会活动、特殊活动等（见图2）。多维度活

动作为课程实施的支柱，通过这些丰富的途径

将课程落到实处，扎根入幼儿生活的方方面

面。

幼儿学习方式主要通过操作互动、感知体

验、渗透融合等符合幼儿身心特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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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内容树形图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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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实施途径

（一）精心设计集体教学活动

通过教师专门组织的教育活动，有目的有计

划地与幼儿互动，通过形象的动画视频、有趣的

故事、高结构的教育环节，旨在促进幼儿了解甲

骨文字的生动形象和内在含义，通过用自己的身

体或者器具（如小棍）拼一拼、摆一摆感受甲骨文

字的结构和乐趣。如讲好生命的故事，在幼儿已

有对甲骨文 （子） （人）的经验基础上，出示妈

妈怀孕的图片和甲骨文 （孕）字，观察字形，对比

图片，观察怀孕时妈妈的样子（肚子鼓鼓的，里面

有个小宝宝）。甲骨文 （孕）字就是一个“ ”字

肚子里有了一个孩子，很直观形象。然后让幼儿

肚子上挺着书包或者小被子，一整天时刻带着，

感受妈妈怀孕的辛苦。

孩子出生了，就是甲骨文 （子），甲骨文 ，

像幼儿两脚被裹在襁褓里，露出脑袋 ，挥动两臂

。因为孩子小，需要保护，在很早以前父母怕

自己的孩子遭遇伤害，所以在父母外出和下地务

农时，都会把孩子背在自己的背上。理解 （保）

字的字形和含义，就是一个成年人反手把孩子背

在背上，就是“保”。让幼儿说一说爸爸妈妈对自

己的爱和保护，体会感受父母的爱，并延伸到如

何自我保护领域。

幼儿慢慢长大了，爸爸妈妈慢慢变老了。感

知甲骨文字 （老），就是一个人弯腰驼背，头发花

白，拄着拐杖，他老了，腿脚不方便，行动有困

难。让幼儿模仿老人，体会行动的不方便。我们

能为他们做什么？引出 （孝）字。“ （孝）”字就

是把“ （老）”字下面的拐杖换成了孩子，让我们

来当老人的拐杖，来帮助他们，做他们的依靠，就

是“孝”。让幼儿说一说可以怎么帮助老人，并且

延伸到家庭、敬老院、重阳节活动中，养成敬老爱

老的优秀品德。

对比“ （保）”字和“ （孝）”字，很直观地看

出小时候爸爸妈妈把我们背在背上保护我们，等

他们老了，我们来做他们的拐杖、做他们的依靠，

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

（二）潜移默化环境渗透

根据渗透性教育原则，充分利用幼儿以无意

学习为主的特点，通过大环境（幼儿园整体）、中

环境（教室内部）、小环境（区角创设）全方位立体

的环境创设，对幼儿进行熏陶和感染。

大环境指幼儿园的整体环境创设，如幼儿

园整体设计风格、大厅、墙壁、走廊十二生肖长

廊、楼梯甲骨故事、天花板垂掉的甲骨拓片等，

从大处营造一个充满中国传统风格的甲骨文

氛围，用甲骨文背景装点美化幼儿园的整体环

境。在幼儿目光、小手可触及处，用凸起或凹

下的甲骨文字体，把幼儿们喜闻乐见容易辨识

的有趣的甲骨文字，以不同形式不同风格呈

现。幼儿们不但每日可见耳濡目染，而且可以

随时伸出小手去触摸、去描画这些字画相通的

符号，在其内心犹如在通过一幅幅玄妙的神奇

的画，与古人进行心灵的沟通，而且还会随时

随地向成人（家长或他人）介绍自己知道的甲

骨文字，增加文化自信感。

中环境的教室内部环境布置相应的甲骨文

课程内容，更多的与班级情况特点以及正在进行

的课程内容相适应，其主题内容与设计应该与相

应的主题吻合。如学习“气象万千”的内容，就应

该是“风雨雷电、云雾冰雪”等甲骨文字以及相应

的自然现象、天气特点，甚至可以延伸到让小朋

友观察天气，并用相应的甲骨文字或者现代字或

者图标来标注。

小环境指的是区域环境的创设。幼儿的活

动强调除了集体活动之外，应根据幼儿的发展领

域，创设相应的区域，通过投放适宜的材料让幼

儿自由探索和操作。在甲骨文课程中，强调区域

环境的创设，如操作区、表演区、活动区、科学区、

美工区等。结合幼儿当前的学习内容，以及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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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特点，投放适宜的材料，供幼儿个性操作和自

由组合。

（三）创意盎然的区域活动

伴随着主题教育活动，为幼儿创设了相应区

域，进一步延伸对甲骨文字以及文字的再认识和

学习乐趣。

例如，在工区，幼儿们可以描画、拓印、喷

绘、制作、镂空、缠绕各种有趣的甲骨文字。教

师特制仿真甲骨片，幼儿们可以在上面用刀具

刻画自己学过的甲骨文字，也可以在石头上、

树叶上、纸上、布艺上喷绘，还可以用甲骨文字

装饰各种生活中的用品等。在语言区，幼儿们

用学过的甲骨文字讲故事，如“守株待兔”“狐

假虎威”“后羿射日”等，还可以用“皮影戏”的

形式表演出来。皮影戏做舞台，甲骨文字做主

角，幼儿做导演和配音，表演出一个个生动的

故事。在益智区，通过各种棋类，如方位棋、走

兽棋、气象棋等，玩法和规则可以开始由老师

制定和引导，然后可以逐渐由幼儿自己商定玩

法和规则，而且多个游戏都具有迁移性，如上

述游戏也可以改成天气预报的气象类甲骨文

字，也可以变幻多种玩法。还有表演区、签到

区、感统区、科学区等，在每个班设置都不一

样，但是都有甲骨文渗透的体现。

（四）户外运动动感体验甲骨文

在户外运动中重视渗透了甲骨文化元素。

例如对于“翻翻乐”，在正方体箱子的对应面分别

写上相应的甲骨文字和现代汉字，幼儿们在规定

时间内，比赛哪一组翻出来的字多，多者获胜。

幼儿们在紧张激烈的运动中感受文字带来的快

乐。关于“影子墙”，可以用幼儿们的身体影子塑

造出相应的甲骨文字，如弯腰行礼的“ （人）”“

（大）”等。幼儿们户外活动时，总喜欢去对着比

划一下，观看自己的影子与墙上的影子像不像，

在感知甲骨文的同时，渗透了关于“影子”的科学

知识。还有“墙来了”“版筑区”等，丰富的户外活

动融力量、敏捷、趣味、文化于一体，真正把甲骨

文课程体起来、活起来。

（五）一日生活融汇甲骨文

甲骨文课程紧密结合了幼儿的一日生活，在

签到区设置用甲骨文字表现的“ （云）、 （雨）、

（雪）、 （日）”等图标来表示今天的天气情况；

在面点区，可以让幼儿在饼干上用各种果酱挤上

自己喜欢的甲骨文字，厨师也会蒸出各种甲骨文

字的面点，所以孩子们会以“我今天吃了一匹马

”“我今天吃了一头猪 ”“我今天吃了一个太阳

”等，乐在其中。

（六）家庭亲子活动玩转甲骨文

家庭亲子活动是学前教育的最好延伸。可

以通过家庭亲子活动，给家长讲一讲，与家长

玩一玩、画一画、做一做等活动，进一步加强幼

儿对甲骨文课程的感受和理解，而且家长也会

在此活动中收获很多关于甲骨文的相关内容，

实现了幼儿园在传统文化中的辐射带动作

用。同时，通过高质量的亲子互动时间，也可

以密切亲子关系。

（七）博物馆参访活动实地体验甲骨文化

组织幼儿到“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

苑”实地参访，通过看一看眼前的实景展示，摸

一摸每一块矗立的甲骨文雕刻，听一听甲骨文

讲师的讲解，给幼儿直观感受和心灵触动。

（八）走向社会推广普及传统文化

幼儿园组织幼儿走入博物馆，体验“我来当

小导游”“博物馆小小宣讲员”等活动。通过“给

客人讲一讲”“甲骨文化宣传员”等，让幼儿向社

会普通民众推广宣传甲骨文化，增强幼儿自信心

和民族文化自豪感。

（九）特殊活动点缀甲骨文化

通过节日活动、升旗活动、开学典礼、毕业典

礼等特殊的活动，渗透甲骨文化和殷商文明。如

毕业典礼上的“甲骨舞蹈”、升旗仪式上的“大王

占卜”等活动。

五、甲骨文文化教育课程评价

教育评价是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了解教育的适宜性、有效性，调整和改

进工作，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10-11］。通过

课程评价，获取反馈信息，为科学地组织和实

施、改进课程提供依据。在课程组织和实施过

程中，应兼顾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关注

幼儿的学习动机与兴趣和多方面的发展，关注

教师在活动组织与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反馈和

专业成长，关注多元主体参与评价。在幼儿甲

骨文课程的建构和实施过程中，从多个角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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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课程评价的信息，包括形成性评价、总结性

评价；注重评价形式的多样化，如通过问卷调

查、座谈交流、专家评析、小组研讨等形式，综

合采用了观察、谈话、作品分析等多种方法；注

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包括课程专家、课程实

践教师、家长的反馈、幼儿的成长表现等；充分

发挥评价的导向和改进功能，通过评价过程的

反馈和调控，不断完善、提升课程质量。

（一）实践教师的评价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每周都会研讨座谈，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让实践教师谈心得

感受，对课程各方面进行评价。实践教师普遍认

为，教学内容科学合理，实施过程有趣、好玩，能

激发幼儿的很大兴趣，确实增强了幼儿的文化自

信、民族自豪感，激发了幼儿对汉字的喜爱和学

习的兴趣，拓展了幼儿对殷商文化和我国其他传

统文化的认知兴趣，也带动了幼儿在五大领域的

全面发展。幼儿甲骨文课程的开展，不仅促进了

幼儿的发展，也促进了教师的发展。幼儿甲骨文

课程的开展，使幼儿园教师由衷地感到中华文化

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也增强了教师的文化自

信。在课题组的带动下，也促进了教师研讨的能

力、搜集资料的能力、活动设计的能力、反思的能

力、教科研的能力，有助于幼儿园教师的综合素

养的提升。

（二）幼儿的发展表现

幼儿的行为表现和发展变化是课程效果的

主要检验项目。通过观察、谈话、作品分析等多

种方法对儿童的相应发展进行评估。将近两年

的课程实施发现，幼儿对甲骨文的兴趣越来越浓

厚，特别喜欢和甲骨文有关的活动，他们把甲骨

文当成一幅画、一个故事、一个游戏，自然而然陶

醉其中，不知不觉喜欢上甲骨文，会在生活中不

知不觉就随口侃上几句关于甲骨文的话题，讲解

一两段关于甲骨文的内容。走进幼儿园，幼儿都

会争先恐后指着环创中的某个符号给客人讲解

一番。

在区角游戏、自由活动时间，幼儿们对甲骨

文的涂、抹、画、捏更感兴趣，由此引申到对古代

的编钟、埙等古乐器的兴趣，通过对商文化的兴

趣延伸到了解版筑、妇好、武丁等多方面科技与

人物主题探索欲望。

幼儿由甲骨文延伸到对中国汉字的兴趣，

经常能指着一个字给你讲，这个字为什么是这

样，有什么含义，尤其是为大班幼儿进入小学的

汉字学习奠定了基础。幼儿还会利用周末假期

到殷墟和中国文字博物馆当“小导游”“小宣讲

员”，讲解他们的发现。幼儿还会用甲骨文加上

自己的创意画来表达自己的故事和作品创作，

比如用甲骨文加画的组合表现古诗“锄禾”

“草”，寓言故事《守株待兔》《狐假虎威》，用皮影

戏表演《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一位叫做美美

的小女孩用甲骨文拓印的形式创作了连环画

《美美的一家》。

（三）家长的反馈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每个主题每周都设计

有家庭亲子活动，寓学习于游戏中，有幼儿园

的示范玩法，有让家长和幼儿自由发挥的创意

玩法，有时候需要家长与幼儿共同探索和研

究，有时候需要家长参与一些活动，如博物馆

的参访、幼儿园的节日活动等。课程组也会经

常调研家长的感受和反馈，家长普遍认为，甲

骨文课程在幼儿园的开展有趣、好玩，不知不

觉学到了好多东西，密切了亲子关系，而且也

让家长学到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发现我们

国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广泛兴趣。

（四）专家的评价

课程组邀请了国内知名教授和甲骨文研究

领域的专家，共同对课程的建构和实施进行指

导和把控。专家们认为，幼儿趣味甲骨文课程

实施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了学前教育的特点：趣

味性、活动性、直观性、渗透性、全面性、系统性，

符合学前教育的规律和方法，是科学适宜的，其

结果是培养了幼儿的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了传

统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渗透，传承了我国古代

人民朴素的文化思想和传统美德。幼儿趣味甲

骨文课程还多次在全国学前教育年会、陈鹤琴

“活教育”思想交流会上进行交流，得到了学前

教育专家和同行的高度认可。随着甲骨文作为

中国名片走向世界，实践园所的甲骨文课程还

引起了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同行的兴趣。幼儿

趣味甲骨文课程正在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悠久的

文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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