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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非遗传承的多元创新路径研究
兰志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幼儿园，广西 南宁  530022

摘      要  ：   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的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传承和保护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幼儿园是幼儿成长的初始阶段，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起点，也是幼儿成长的起点。将非遗文化引入幼儿

园教学，既能丰富幼儿的文化认知，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非遗艺术形式独特，文化

内涵丰富，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创造教育环境，创造家庭和社区参与等多种途径，

能有效地激发幼儿对非遗的兴趣和好奇心，加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探索出一条多

样化的幼儿园非遗传承创新路径，为推动我国非遗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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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oday's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s a part of the long and brillian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indergarten is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ldren's growth,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a starting point for children's growth. Introduc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kindergarten teaching can not only enrich children's cultural cognition,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love and respect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subtle wa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t, with its unique 

form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Through innovat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creating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creat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hildren's interest and curiosity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effectively stimulated, 

and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can be strengthened.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we can explore a diversified path of non-genetic inheritance innovation in 

kindergarten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genetic inherit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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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非遗传承的多元创新必要性

（一）文化学视角：非遗传承的多元创新是文化多样性的必

然要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

课题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B类）《非遗融入“三化双创一中心”园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23B310）。

在文化多元发展的今天，非遗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遗的传

承面临着许多挑战，特别是如何将非遗文化在年轻人中进行传承与传播。幼儿园是幼儿教育的起点，也是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非遗作

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可以丰富幼儿园教育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提供多种教育角度。将非遗教育引入幼儿

园，既能丰富幼儿的文化认知，又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幼儿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加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但是，传统的

传承方式比较单一，很难满足幼儿的认知特点和兴趣需要。因此，探索多样化的幼儿园非遗传承途径，对激发幼儿学习非遗的兴趣，促

进其“活态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丰富的历史记忆、民族精神与文化价值。从文化学角度看，传承

非遗既是为保护传统文化，也是为了保持文化多样性。在全球

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趋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本土化

和民族性的文化形态正面临消亡的危机。幼儿园是文化传承的一

个重要出发点，可以使非遗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让它在现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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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多元化的创新路径可以把非遗和现代生活紧

密地结合起来，以各种形式展现非遗的文化内涵，让其深深地印

在幼儿的心里。这一创新，既可以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又可以

培养幼儿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为维护文化多样性打下

坚实的基础。

（二）教育学视角：非遗传承的多元创新符合幼儿教育的

规律

幼儿园是幼儿认知、情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皮亚杰的

认知发展理论认为，这个时期的幼儿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是直观的

感知和实际操作。因此，在传承过程中，应结合幼儿的认知特

征，采取多样化的创新途径。传统的非遗传承方式比较单一，很

难引起幼儿的兴趣与参与。在幼儿园课程体系中融入非遗，设计

故事讲述、手工制作、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活动，能有效地激发

幼儿的学习兴趣，加深对非遗文化的了解。另外，通过创造丰富

的教学环境，如以非遗为主题的教室布置、文化角等，使幼儿在

不知不觉中感受到非遗的魅力。这种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既符合

幼儿认识规律，又有利于培养幼儿的创造性、想象力，促进幼儿

全面发展。

（三）心理学视角：非遗传承的多元创新有助于幼儿的情感

与社会性发展

从心理学上讲，幼儿的情感、社会发展是一个人将来个性形

成的重要因素。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非遗作品蕴涵丰富的道德

理念、价值取向和社会准则。以多元化、创新性的传承方式，让

幼儿在参与非遗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文化价值观

的熏陶。如非遗中有很多故事与传说，包含了正义、勇敢、智慧

等美德，讲故事能使幼儿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培养积极的情感态

度。此外，可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案例研究等方面，收集幼儿

园非遗传承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分析多元创新路径的实施效果。

这种情感和社会性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幼儿个体的成长，而且也

为传承非遗文化提供广阔的社会基础。

二、幼儿园非遗传承的多元创新的有效路径

（一）融入课程体系，构建非遗教育框架

将非遗系统地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设计一套循序渐进的教

学方案。教师应根据幼儿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选取适合的非遗

项目，如剪纸、面塑等 [3]。小班采用故事和图画的形式介绍非遗

知识，激发幼儿的兴趣；中班安排简单的制作体验活动，锻炼幼

儿的动手能力；大班的幼儿们将会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些非遗的文

化内涵。将非遗教育与语言、艺术和科学相结合，如非遗传说在

语言活动中讲，在美术课上开展非遗创作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教

育体系 [4]。

例如，可将剪纸艺术在幼儿园课程中进行渗透，如在小班，

教师可先挑选了一些简单的动物图案，如小兔，小猴。课程中，

教师需向幼儿展示一段生动有趣的动画。视频播放完毕，教师拿

出事先准备好的兔头剪纸展示给幼儿们，引起幼儿们的好奇心和

兴趣。接下来，教师详细地介绍剪刀的使用方法，并强调剪刀的

尖端不能直接对着人等安全问题。教师把事先准备好的彩纸分发

给幼儿，让幼儿自己动手折纸，然后用简单的线剪出一个个小

兔。课程中，教师需向幼儿展示一段生动有趣的动画。从中班开

始，难度越来越大，教师们围绕着“我的家”进行了剪纸表演。

活动开始前，教师让幼儿们围成一圈，让幼儿们回忆自己房屋的

形状，窗户是什么样子的。接着，教师拿出几幅不同风格的房子

剪纸，让幼儿观察它们的结构、线条特征。接下来，教师演示如

何剪出房屋的外形，如房顶、墙壁、门、窗等。幼儿们兴致勃勃

地动手实践，教师则在课堂上来回巡视，细心地帮助幼儿纠正纸

折的错误，理顺线条的走向。完成房子的基本造型之后，教师鼓

励幼儿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房屋的四周巧妙地添加花草

树木等装饰品，让作品更加生动有趣。大班后，课程的重心可转

移到对剪纸艺术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教师们可进行传统节日剪纸

活动，如春节。教师需要用纪录片的形式介绍春节的由来和习

俗，并介绍剪纸的含义。接下来，教师将以春节为主题的一系列

剪纸作品展示给大家，如“福”字和生肖图案，并向学生们解释

这些图案的含义。实践部分，教师引导幼儿剪“福”字，并详细

讲解如何设计笔画，如何使用剪法。在幼儿们完成作品之后，教

师会组织一个小型展览，让幼儿们相互介绍自己作品的创意以及

其中蕴含地对新年的祝福，让幼儿们深刻认识到传统节日里剪纸

这一非遗的重要性，真正使剪纸艺术从简单的技能学习上升为对

文化的深入理解，从而建立起一套非遗教育体系。

（二）开展特色活动，增强非遗体验感知

幼儿园可举办丰富多彩的非遗主题活动。定期举办非遗节活

动，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园区展示技艺，现场做糖人，编织，让幼

儿们近距离观摩 [5]。开展非遗手工坊的活动，设立不同的非遗项

目工作区，让幼儿们自由地选择参加，让幼儿在动手的过程中感

受到非遗的魅力 [6]。此外，可利用室外场地进行踢毽子、皮筋等

传统体育活动，体验传统体育项目的乐趣。同时，还可以结合节

日和时令进行一些特色活动，如春节写春联、端午节包粽子等，

加强幼儿对非遗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

例如，幼儿园可举办一场非遗节“走进糖人的世界”。在活

动当天，幼儿园可特别邀请资深糖人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前来

参观。活动一开始，传承人就用一段精彩的视频，向幼儿们介绍

糖人的来历，画面上是古代街头卖糖人的热闹场面，一下子就抓

住了幼儿的心。接下来，传承人表演糖人，拿着一个小勺子，用

勺子舀一勺冒着热气的糖浆，然后在光滑的石板上，快速地画出

一个个图案。接下来，就是幼儿们的体验环节，教师会把幼儿们

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一名义工协助。传承人耐心地向

幼儿们讲解糖人原料蔗糖的独特之处，并演示如何灵巧地运用小

勺在石板上勾勒图案。在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后，幼儿们迫不

及待地拿起小勺子，尝试着用勺子舀出糖浆。因为糖浆很烫，所

以志愿者需要不断地提醒幼儿们要小心，并且帮助幼儿们控制好

勺子里的糖浆数量。幼儿们认真地在石板上画着他们心目中的图

画，有可爱的小熊，也有飞翔的鸟儿。传承人耐心地向幼儿们讲

解糖人原料蔗糖的独特之处，并演示如何灵巧地运用小勺在石板

上勾勒图案。做完之后，幼儿们用竹签把自己做好的糖人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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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品尝自己亲手做的甜糖人，真正体会到这项非遗技艺的魅

力。同时，幼儿园也可在现场布置糖人知识展板，详细介绍同地

区糖人的历史背景、风格特征和传说故事。例如，传说中吹糖人

儿的祖师爷是刘伯温，他创造性地把糖加热变软后制作各种糖人

儿，如小鸡小狗等，深受幼儿们的喜爱。通过这样的展板，可以

进一步丰富幼儿们对糖人文化的了解，全方位提升幼儿们的体验

和感知。

（三）利用家园合作，拓展非遗传承空间

加强家园交流，形成非遗传承合力，可通过家长会和家长学

校等方式，将非遗传承的重要性传播给家长，让幼儿了解和支持

非遗教育 [7]。鼓励家长和幼儿一起参与到非遗活动中去，如一起

做传统食品、做手工、分享活动的照片和经历 [8]。幼儿园可以定

期举办亲子非遗活动，如亲子剪纸比赛，传统服装展示等。在促

进亲子关系的同时，还可以扩大非遗传承的空间，使非遗扎根于

家庭。

例如，幼儿园可组织了一次“非遗技艺 — 亲子手工编织”

活动。幼儿园也可在现场布置糖人知识展板，详细介绍同地区糖

人的历史背景、风格特征和传说故事。例如，传说中吹糖人儿的

祖师爷是刘伯温，他创造性地把糖加热变软后制作各种糖人儿，

如小鸡小狗等，深受幼儿们的喜爱。通过这样的展板，可以进一

步丰富幼儿们对糖人文化的了解，全方位提升幼儿们的体验和感

知。讲解完后，幼儿们可以小组为单位开始编织活动。幼儿园应

为每一对家庭成员准备了手工编织的材料，家长可与幼儿们讨论

自己想要编织的作品，在编织的过程中，幼儿与家长互相配合，

幼儿手持线，家长利用所学到的技能进行编织。碰到问题就请教

现场的教师，如在编织一个复杂的图案时，家长可以在艺人的引

导下，耐心讲解步骤，一步一步地教幼儿怎么做。编织完成后，

家长与幼儿携手添置装饰品，如璀璨珠子，让作品更加美观动

人。活动结束后，幼儿园应组织一次亲子交流，这一活动不仅能

增进亲子关系，还能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非遗的魅力，从而激发

他们在家庭中继续与幼儿共同开展类似非遗活动的意愿，这样可

扩大传承的空间，使非遗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

（四）整合社会资源，丰富非遗教育素材

幼儿园可与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组织

幼儿参观非遗展览，近距离观赏珍贵的非遗作品，感受历史文

化。利用社区资源，邀请非遗爱好者到园区举办讲座和指导 [9]。

同时，对当地的非遗资源进行挖掘，组织幼儿们对传统手工艺作

坊和民间村落进行实地考察，使幼儿们能够在真实的环境中认识

到非遗的生产和生活情景，以此来丰富幼儿的教育素材，拓宽幼

儿的非遗教育视野 [10]。

例如，幼儿园可以同地方博物馆联合举办“走进非遗——传

统刺绣文化之旅”。在活动开始前，幼儿园老师就与馆方人员进行

深入的交流，并根据幼儿的认知水平、兴趣点，设计活动流程。

活动当天，幼儿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走进博物馆。随

后，可邀请一名非遗传承人为幼儿们演示刺绣技艺，传承人坐在

一个特殊的绣架前，给幼儿们演示平针绣和乱针绣，以及各种针

法的使用方法。展示完之后，幼儿们可游览到博物馆的手工艺体

验区，在这里，幼儿们可以用到一些简单的绣花工具，还有一些

刺绣用的材料。在老师的指导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幼儿

们将亲自尝试平针绣制简单的图案，诸如花朵、星星等。活动结

束后，幼儿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刺绣作品，满载而归。通过与博物

馆的紧密合作，我们成功整合了社会资源，让幼儿得以近距离观

赏珍贵的非遗绣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非遗教育的素材，有效拓

宽了幼儿对非遗的认知视野。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非遗传承的多元化创新是幼儿园传承的重要内

容。通过把非遗融入课程体系中，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教育架

构，如分层设计剪纸教学方案，由简单的图案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使幼儿们在各个阶段都能逐渐感受到非遗的魅力。开展一些

特色活动，加强非遗体验的感知。如在非遗节中，邀请传承人进

行技艺的展示、手工坊的自由创作、传统体育活动体验、节日特

色活动等，让幼儿们在各个方面都能提高他们对非遗的认识和兴

趣。通过家园协作，扩大非遗传承的空间，使非遗在家庭中生根

发芽；通过与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的合作，组织校外参观考察，开

阔幼儿的眼界。这些创新途径既能丰富幼儿的文化认知，又能培

养幼儿的兴趣和爱好，又能为传承非遗提供新的途径。未来，在

不断更新的教育理念和优化的文化环境下，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将

会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建议进一步加强家庭、学

校和社会的合作，构建全方位的传承体系，为幼儿们提供更多的

学习资源和实践的机会，使“非遗”能够在幼儿们的心里扎根，

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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