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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教育改革视域下非遗园本课程实践的意义

（一）传承文化基因

幼儿教育阶段的传统文化传承实践呈现独特价值取向。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程体系构建，传统手工艺与民俗活动转化为

适龄教育载体时，皮影戏操作、童谣韵律感知等具身体验使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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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教育领域在公众关注度提升的驱动下经历着系统性变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基因库，其包含的伦理观念、艺术形态

及历史记忆构成独特的教育资源。幼儿园课程体系中渗透非遗元素已显现双重效益：文化传承维度上激活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个体发展

层面则通过具身认知模式增强幼儿审美能力与社会认同。课程建构者正面临多重现实难题：文化符号的幼儿化转译存在认知断层；传统

工艺活动与现代教育目标存在整合壁垒；教师群体普遍缺乏非遗素养导致课程实施表层化。破解这些矛盾需要建立跨学科研发机制，在

文化保真与儿童适应性之间寻求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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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感受先民的艺术创造力与生活智慧 [1]。这种基于情境浸润的

教学范式不仅激活幼儿对文化符号的认知图式，更重要的是在关

键认知发展阶段建立文化基因的隐性传递通道。

（二）培育多维素养

非遗课程的跨学科特质体现为知识体系的有机整合。观察斗

拱形制中的结构力学特征时，幼儿通过微型构件拼装实践可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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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数学概念与工程原理；解析剪纸纹样蕴含的拓扑规律时，创

作过程中的几何分割训练同步激活了空间想象力与艺术表达力。

这种消解学科壁垒的课程形态将历史传承载体转化为立体认知工

具，使数学概念、艺术思维、历史脉络在操作情境中产生多重联

结，最终形成多维度的知识框架 [1]。

（三）创新教育模式

课程实施的质量提升有赖于教学场域的空间重构与认知方式

的范式转型。非遗工坊内排列的织布机可供幼儿感知经纬交织的

触感，活字印刷工序的复现使抽象文化符号转为可操作的实体对

象；特定节庆场景的戏剧化演绎突破单向知识传递模式，构建起

动态交互的文化理解路径。具身认知理论视域下的沉浸式体验，

在操作实践中形成具身认知，这种多维度的能力建构过程推动着

个体社会化发展。家校协同机制通过亲子共同制作传统手工艺品

的项目化实践，打破机构教育的时空边界，在文化传承维度实现

教育生态系统的重构 [2]。

二、幼儿教育改革视域下非遗园本课程实施的困境

（一）师资力量不足

目前幼师队伍普遍存在非遗素养“先天不足”的问题。许多

教师是半路出家，对传统技艺的认知停留在表面，更遑论挖掘文

化内涵。即使有一定积累的教师，也面临教学转化难题——如何

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符合幼儿认知特点的游戏化活动。实际教学中

常见两种极端：要么照本宣科地满堂灌，要么放任自流变成手工

课，难以平衡知识性与趣味性 [3]。

（二）资源整合困难

师资力量是课程落地的一大难题；陶艺拉坯机、木雕工具等

专业设备，绝大多数幼儿园都难以企及，直接限制了课程选择范

围。非遗传承人日程繁忙，很难保证常态化入校教学；文化场馆

教育功能的挖掘深度也亟待提升，这是目前校外资源的现状，也

为课程建设提供了反思的方向 [4]。最令人费解的是：幼儿园和社

会资源之间缺乏一种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这让很多教育设想流

于形式，那些依靠参观来突击完成的教学任务往往难以实现预设

的教育目标。

（三）课程体系不完善

课程目标常陷入“口号化”误区，笼统提“传承文化”却缺

乏年龄分段标准。内容选择存在“拼盘化”倾向，今天学剪纸明

天学扎染，看似热闹实则缺乏逻辑主线 [5]。评价体系更是滞后，

多数园所仍用绘画作品、手工作品等显性成果衡量，忽略了幼儿

在活动中表现出的文化认同感、合作意识等隐性发展 [3]。这种重

结果轻过程的评价方式，制约了课程的深度实施。

三、幼儿教育改革视域下非遗园本课程的实践

（一）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素质

1.多维师资培养体系构建

幼儿园可构建“金字塔型”师资培养体系，涵盖基础培训、

进阶提升与专业研修三个层级。基础层通过“非遗文化研习营”

开展系统培训，邀请剪纸、皮影等传承人进行为期3个月的驻园指

导，采用“理论讲解 +实操训练 +文化解读”的三维教学模式。

例如在剪纸教学中，传承人不仅传授“阴阳刻结合”等技法，还

会结合《二十四节气》主题创作，解析纹样背后的农耕文化内

涵。进阶层组织教师赴柳州三江程阳侗族八寨、苏州园林等文化

遗产地开展“行走的课堂”，通过实地考察加深对传统建筑美学、

园林艺术的理解。专业研修层设立“非遗教育名师工作室”，选

拔骨干教师参与国家级非遗保护工程，承担《传统工艺在幼儿教

育中的转化研究》等课题。

2.教学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教学能力建设应遵循“模仿 -融合 -创新”的发展路径。每

月举办“教学诊断日”，组织教师观摩国内外优秀非遗教学案例，

运用“课堂切片分析法”逐帧解析教学策略 [6]。例如在日本结绳

教学中，通过慢镜头回放观察幼儿手部动作发展轨迹。设立“教

学创新实验田”，鼓励教师开发“非遗 +X”跨学科课程：将扎染

工艺与色彩科学结合，引导幼儿调配板蓝根染液；把皮影戏与光

影原理结合，制作简易投影仪。建立“教学反思日志”制度，要

求教师每周记录3个教学闪光点与改进方向，期末形成《教学改进

白皮书》。

3.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

为促进教师自主成长，需构建“三位一体”支持网络。实体

层面建设“非遗研习中心”，配置数字资源库、传统工艺工具坊、

文化基因库。虚拟层面搭建“云教研平台”，开发 AR教学模拟系

统，教师可在虚拟场景中演练不同非遗项目的教学流程 [7]。社群

层面组建“非遗教育联盟”，联合高校、博物馆开展季度论坛，

定期发布《幼儿非遗教育发展蓝皮书》。实施“教师成长阶梯计

划”，设置初级（能独立开展1项非遗教学）、中级（开发3门园

本课程）、高级（形成个人教学风格）三级认证体系。

4.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建立“双轨制”师资评价体系，既注重教学能力考核，也关

注文化传承贡献 [8]。教学能力方面，通过“四维度评估法”（教

学目标达成度30%、幼儿参与度25%、方法创新性25%、文化渗

透力20%）进行量化考核。文化传承方面，设立“非遗保护贡献

奖”，对整理口述史、抢救濒危技艺等行为给予专项奖励。完善

“新陈代谢”机制，每年选派10%教师参加“非遗保护研修班”，

同时引入2-3名有艺术背景的新教师，保持师资队伍活力。建立

“教学成果转化机制”，将优秀教案汇编成《幼儿非遗教育百宝

箱》，通过公众号定期推送家长指导手册。

（二）整合多方资源，丰富课程实施条件

1.沉浸式文化空间建设

幼儿园可打造“三室一廊”文化矩阵：非遗工坊配备智能互

动教学屏、3D打印设备等现代工具，同时保留传统手工操作台，

如陶艺拉坯机、扎染染色桶等；民俗体验室设置虚拟试衣镜，幼

儿可通过体感技术试穿56个民族服饰；戏曲小舞台配备专业灯光

音响，支持幼儿进行京剧脸谱彩绘与身段练习。走廊文化墙采用

“时间轴 +主题展”模式，左侧展示从河姆渡陶器到当代非遗创

新的发展脉络，右侧每季度举办“我的家乡非遗”主题展，展出

幼儿与家长共同收集的方言童谣、传统农具等实物。每学期举办

“非遗狂欢节”，设置“穿越时空的技艺”体验区，让幼儿在活字

印刷、古法造纸等活动中感受文明演进。

2.产学研一体化资源网络

构建“高校 -传承人 -企业”协同育人机制：与本地高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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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研究中心共建“教学实践基地”，邀请教授团队开发《幼儿非

遗教育指导纲要》；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签订“师徒制”协议，

设立“大师工作室”，如邀请壮锦传承人开展为期半年的“指尖

上的非遗”项目，指导教师研发织锦技艺启蒙课程；与文化科技

企业合作开发“非遗 AR互动教材”，幼儿可通过平板电脑扫描

绘本触发3D皮影戏、动态剪纸动画 [9]。每学期组织“非遗田野考

察”，带领幼儿走进泥兴陶、古琴斫制工坊等生产现场，形成“理

论学习 -技艺实践 -文化溯源”的完整学习链。

3.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

创新“1+3+N”共育体系：“1”个核心是每学期发布《家庭

非遗教育指导手册》，“3”级阶梯包括启蒙篇（亲子共读非遗绘

本）、提升篇（家庭非遗微项目）、拓展篇（社区文化志愿服务），

“N”个载体涵盖“非遗小主播”短视频创作、“老手艺新传”亲

子工作坊、“非遗守护星”公益活动等。建立“家庭文化银行”积

分系统，记录家长参与非遗活动的频次与质量，兑换博物馆特展

门票、传承人面对面等奖励。每年举办“非遗家庭日”，邀请10

组优秀家庭进行“传家宝故事分享”，展示代代相传的手工艺品

与文化记忆。

4.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建立“双轨制” 评估体系：教学质量方面， 采用“三维

九项” 评估标准（知识掌握30%、 技能发展30%、 情感态度

40%），运用成长档案袋、过程性观察记录等工具；文化传承方

面，设立“非遗保护贡献奖”，对整理口述史、开发濒危技艺教

学方案等行为给予专项奖励。实施“教师成长护照”制度，要

求教师每年完成48学时非遗研修，参与1项课题研究，开发2节

精品课程。搭建“非遗教育云平台”，整合教学资源库、在线教

研系统、成果展示厅等功能模块，实现园际资源共享与专家远程

指导。

（三）完善课程体系，提高课程质量

1.阶梯式分龄课程体系

幼儿园应构建“启蒙 -提升 -拓展”三级课程架构，精准匹

配幼儿认知发展规律。小班实施“感知唤醒计划”，通过“非遗

故事会”每周讲述《牛郎织女》等具有画面感的故事，配合皮影

戏偶动态演示；“童谣小歌手”活动选择《茉莉花》等旋律简单

的民歌，采用图谱法帮助幼儿理解节奏型。中班开展“技艺体验

工程”，“小小手工艺人”比赛设置扎染、脸谱彩绘等项目，引入

“作品成长档案”记录创作过程；“传统唱腔模仿秀”通过趣味角

色扮演，引导幼儿用“咿呀学语”的方式感知京剧唱腔特点。大

班推进“文化探究项目”，“非遗小研究员”活动要求每组完成《皮

影戏光影原理研究报告》，结合数学测量、科学实验等跨学科知

识；“文化小使者”实践包括社区非遗导览、文化解说视频制作

等任务，培养综合素养。

2.五维融合课程生态

构建“语言 -艺术 -科学 -社会 -健康” 全领域渗透的课

程生态。语言领域开发“故事密码”工作坊，引导幼儿从《壮族

三月三传说》等故事中提取文化符号进行再创作；艺术领域设立

“传统美学实验室”，开展“青花瓷纹样数字化设计”等项目，

结合编程技术实现图案动态生成 [10]。科学领域启动“匠人智慧解

码”计划，通过拆解榫卯结构学习力学原理，利用3D打印技术还

原应县木塔模型。社会领域实施“文化基因寻根”工程，组织幼

儿采访社区老匠人，制作《我家的非遗故事》口述史集。健康领

域融入“传统养生游戏”，如改编五禽戏为趣味体能活动，开发

“投壶”等传统体育游戏课程。

3.全息评价支持系统

建立“发展性评价 +增值性评价 +文化传承评价”三维体

系。发展性评价采用“观察记录 APP”实时采集幼儿活动数据，

通过 AI分析生成《非遗学习力发展图谱》；增值性评价运用“成

长档案袋”追踪个体进步，收录季度主题探究报告、创意手作集

等物化成果。文化传承评价设置“文化基因传承指数”，从认知

理解（40%）、实践创新（30%）、传播贡献（30%）三个维度进

行评估。建立“多方协同反馈机制”：每月召开“课程诊断会”，

邀请非遗专家、家长代表参与评课；每学期发布《非遗教育白皮

书》，系统分析课程实施成效；每年举办“非遗教育论坛”，形

成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四、结语

非遗园本课程在幼儿教育中肩负着文化传承与塑造人格的双

重使命，实践中却受制于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课

程体系不健全等现实困境。要实现突破，关键在于“三强化”：

提升师资队伍专业素养，构建“专家引领、师徒结对”的培育体

系；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园所、传承人、社区”协同育人网

络；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推出分龄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未来

的发展需要深入探索“非遗 +科技”的融合创新路径；政府要进

一步完善主导机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努力，让优秀

的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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